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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这项顾问研究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委托香港理工大学的 3 个研究中心，即大数据分

析中心实验室、智慧城市实验室和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组成的项目团队进行，旨在从宏观

角度探讨香港在为全球建设数字经济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的优势和定位。 

 

为全球建设数字经济 

 

当前的数字化转型时代不是另一次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为人类社会带来根本性改

变的大趋势，说这是未来至为重要的议题也不为过。推出数字丝绸之路 (Digital Silk 

Road)倡议的愿景正是为了引领这次历史性转变，从而改善整个世界。通过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连接、包容、无中介和共享的数字生态系统，数字丝绸之路应可减少

贸易摩擦，提高效率，为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成功的先决条件 

 

数字经济涉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电缆网络、卫星导航和通信系统、5G 电

信和数字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不少中资公司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大有条件输出技术，为世界作出贡献，但

是此举并非没有困难。中国在过去 30 至 40 年间高速增长，但是其社会环境、法律结构

和企业文化不一定与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完全脗合，形成了妨碍交流的壁垒。在资金、

人才、技术和信息的跨境流动方面，也可能出现摩擦。 

 

数字丝绸之路取得成功的另一个条件是要制定法律、政策和贸易协议，找到数据跨

境传输的方式。此举还涉及数据所有权、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常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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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特的角色和优势 

 

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担当非常独特的角色。香港从转口港起家，长期以来善

于充当中国内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桥梁。现在，香港可以继续发挥其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在数字丝绸之路这条数字高速公路上，把中国的数字科技带到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也可以协助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军中国市场。在这情况下，香港大可成为数字丝绸

之路的数字门户。 

 
香港大有条件发挥上述作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实行简单低税制，自由

贸易，资金自由流动，而且长年从事贸易和商业，培养出专注投入及灵活变通的创业精

神。香港位处华南，靠近内地的制造和供应设施，以及庞大的内地市场。香港地理位置

优越，位于亚洲中心，全球一半人口在 5 个小时内就可以飞抵香港，这有利于快速扩展

商网和促进国际交流。 

 

资金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不少国际资本前来投资，其中包括天使基金、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等。本港对初创企业和研发创新的资金支持非常多，政府也推出多

项政策，创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环境。 

 

人才方面，香港是国际城市，具有包容、开放的文化和专业精神，吸引全球人才前

来工作和开展业务。 

 

此外，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处于独特位置，可促进中国与数字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数字科技交流。香港奉行全球商业广泛采用的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士和高效的执法机制，为保护知识产权、隐私和商业合同权利等提

供了可堪信赖的平台。 

 

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的角色和优势，得到以太坊(Ethereum)创办人兼区块

链专家 Vitalik Buterin、 Feron Stablecoin 创办人兼海外初创专才 Dimitri Senchenko，

以及这次研究访问的中国内地公司创办人或高级管理人员肯定。这些公司有专注量子科

技的国盾量子、大数据服务供应商时代大数据、涉足金融科技的平安银行和凤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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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环境卫生信息方案的苏州伏泰信息科技、经营虚拟现实设备的深圳市掌网科技、开

发软件的北京神州泰岳，以及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大湾区的战略重要性和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十分重要，也有助香港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出贡献，可发挥

至少 3 方面的作用。首先，市场需求是推动科技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湾区市场规模

大，对不同科技应用需求殷切，环境也佳。其次，中国许多先进技术和人才汇聚深圳和

广州。香港公司，包括初创企业在内，可以利用大湾区的人才库来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及

业务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协助输出这些世界领先的技术到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第三，大湾区涉及不同的法律和课税制度、货币、海关等，这使政策执行、资金流

动、人才交流和商业运作变得复杂。因此，大湾区可为相关监管机构提供一个大环境，

共同制定政策和措施，以尽量减少这类跨界摩擦和障碍。从这个意义来看，大湾区可被

视为一个解决跨境业务困难的巨大试验场，而在数字丝绸之路，这些困难的规模和范围

可能大得多。 

 

东盟 — 更大的市场和试验场 

 

沿着数字丝绸之路，东盟国家理所当然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重点市场。与大湾区类

似，东盟有助促进香港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所作的贡献。东盟是香港扩展科技和金融科

技业务的另一大市场，不仅为香港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大量商机，也使香港有不少

机会把中国内地的科技带进东盟。一些来自东盟的受访者，例如新加坡莱佛士商业通的

创办人和印尼领创智信的董事总经理均认同香港在这方面的潜力，但认为还需要做更多

工作来加强区域合作。 

 

另一方面，东盟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大的试验场。大湾区依然属于单一政治体制，基

本上处于相同的中国文化之下。东盟则复杂得多，涉及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有不

同的文化，并使用不同的货币。如果香港不仅能协助东盟国家克服地理和技术障碍，还

可减少文化和社会政治障碍，那么将是朝着数字丝绸之路整体取得成功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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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定位 

 

根据香港的优势，这次研究指出香港有潜力进一步发展成数字丝绸之路数码大门的

领域，供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参考，详见下文。不过，应该强调的是，香港多年来取得的

成功，是建基于香港企业灵活变通，能发现商机并迅速应变的能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具

体指示。因此，这次研究提出的发展领域只属于一般建议，仅作参考之用。 

 
1. 云端数据中心/平台 

 

世界各地每天产生大量数据，若经过妥善整理和编排，会有很大的利用价值。麻省

理工学院科学家开发的同态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技术，是最新的保护机

密和数据隐私技术，可在加密环境中完成计算，因而可以对加密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香港应研究建立一个云端数据平台，鼓励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享并使用数据。

香港拥有众多优势，是设立数字丝绸之路云端中心的理想地点，不但能完全管控数

据和信息，并能维护其完整性。此外，香港可以在数据标准方面与开放数据研究所

(Open Data Institute)进行更多合作。虽然云端中心涉及巨额投资，但一个由政府支

持(可以是政府所有或以公私营合作方式营运)的数字丝绸之路云端中心相当重要。 

 

2. 数字国际金融中心 

 

毫无疑问，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国际资金支持本港的初创公司和创新项

目，也能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数字基建招揽资本投资。然而，若要成为数字国际金融

中心，至少有 4 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数字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应是金融科技

中心，提供以金融科技为本的金融服务。其次，香港可以作为离岸人民币交收及结

算中心，支持数字丝绸之路的在线及移动支付。第三，数字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有一

家交易所，买卖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一类资产，即数字资产。这也有助推动香

港迈向「代币经济」。最后，香港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数字门户，有独特机会推出

加密货币，支持数字丝绸之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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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丝绸之路仲裁中心 

 

香港采用普通法，司法制度独立，具有公信力，加上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数字门户，

大有条件成为数字丝绸之路仲裁中心。数字科技本身将为仲裁过程带来改变。例如，

电子仲裁和网上仲裁可能成事。然而，在数字丝绸之路国家的不同法律环境中，实

施网上争议解决的标准存在困难。香港应迅速采取行动，确立规范，并创造可行的

环境。 

 

4. 智慧转口港 

 

香港是重要的转口港，拥有完善的物流基建和港口设施。顺理成章，香港应把目前

已达世界级水平的港口转型为用先进数字科技强化起来的智慧港口，以提升海港和

机场的货运处理能力和效率。利用区块链技术，为供应链融资，并尽量减少进出口

贸易的大量文书工作，有助香港实现数字化转型，从传统的转口港发展为成熟的智

慧转口港。 

 

据此，香港应加强大湾区的超级连接网络，以及与其他邻近市场的联系，建立高效

的物流及供应链，特别是在区内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之际，支持与日俱增的「按

需交付」要求。 

 

5. 智慧城市及智能经济 

 

发展智慧城市是各地政府处理各种城市难题的重要目标。香港应发展为智慧城市，

作为东盟和其他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示范。 

 

香港要胜任数字丝绸之路门户的角色，应发展为四大要素俱备的智能经济。这些要

素包括市场、资本、政策和人才。香港是大湾区的一部分，并且与东盟和数字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建立了联系，大有机会开拓这个庞大的市场。香港拥有便利营商和有

效率的行政架构，也有适当的政策和环境支持本港持续发展。香港是个国际文化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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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的城市，拥有多家世界级研究型大学，有利于培养、罗致和留住本地及国际的人

才和企业家。 

 

要强调的是，香港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技术人才，还要有具创业思维能力的人才，

他们能识别可予利用的商业环境和机会，并带领一批技术专家应用数字科技，推动

业务转型和发展。香港中小型企业以灵活变通、善于应对环境转变见称。他们留意

并积极参与数字科技的发展，在香港转型为智能数字化经济，以及数字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中小企迈向数字化的进程里，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这次研究中受访的链知是个面向全球的数字平台，协助客户联系有关专家并获取

他们的建议和意见；Intria 则是一家旅游科技顾问服务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从这两个

例子可见，在香港本土成长的公司可以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出贡献。 

 
香港面临的挑战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为香港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和困难，包括来自区内其他城市的

竞争。不过，最大的障碍或许就是宏观环境。 

 

对香港来说，至关重要的本地宏观环境就是一国两制的架构。这个体制对香港把握

数字丝绸之路的机遇并取得成功非常重要。关键不在于香港认为自己在维护这个体制方

面做得多好，而是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地认为香港做得有多好。因此，加强

一国两制的公信力和各界对这个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 

 

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不利的全球宏观环境因素是「去全球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紧

张，以致有些人认为两国会各走各路，可能形成两种互相竞争的科技体系，即中国科技

体系与美国科技体系。如果数字世界一分为二，无论哪种体系居主导地位，对全球发展

都会极为不利。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应以协助形成可促进通用科技体系发展的生态系统为

目标。两个科技体系可以互补，香港应对此和对世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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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受访者智慧城市专家邓淑明博士指出，「竞合」有助健康发展。通过合作

竞争，竞争各方都可获益。事实上，数字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一日千里。没有人可以拥有

一切，只着眼于竞争只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使全球数字经济萎缩。真正的合作有助于

发展每个人都能获益的生态系统。归根究柢，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愿景，就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结论 

 

数字丝绸之路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可以

互惠互利的上层建筑。由于香港与内地和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已建立紧密的联系和公

信力，香港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数字丝绸之路数字门户的独特作用。香港应利用这种独

特优势，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时代作出贡献。如果香港做得对，应

可从根本转型，实现量变，走向「智能经济」的全新经济增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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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策略，目的是推动亚洲、欧洲及非洲

不同经济体之间携手合作，实现跨地域互联互通。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一

带一路」的数字版本，以促进各地数字联通为目标。 

 

数字丝绸之路的宗旨，是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端及量子运算等数字科技领

域的发展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智慧城市及数字经

济发展。 

 

香港是区内其中一个世界级智慧城市，可运用自身优势促进中国内地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作，一同构建数字丝绸之路。 

 

为把握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带来的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委托香港理工大学大数据

分析中心实验室、智慧城市实验室和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组成项目团队(理大项目团队)，

进行一项顾问研究，目标如下： 

 

• 找出数字丝绸之路蕴含潜力的重点发展领域，特别是香港拥有比较优势和强项的

范畴； 

• 找出香港在上述重点发展领域及行业担当数字丝绸之路枢纽角色的机遇和强项； 

• 探讨香港在促进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合作方面的

角色和功用； 

• 搜罗成功个案，展现香港在不同方面有助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优势和强项；及 

• 提出建议，说明香港如何能够进一步促进或参与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工作。 

 

理大项目团队由多位教授组成，他们精通不同领域，包括国际经济及金融、大数

据分析及机器学习，以及智慧城市和遥距传感等，目标是以宏观角度为香港在数字丝

绸之路倡议中的优势和定位提供技术性分析。然而，应该强调的是，香港多年来取得

的成就和建立的奇迹，是建基于本地企业灵活变通，能发现商机并迅速应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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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自上而下的具体指示。因此，这次研究提出的发展领域只属于一般建议，仅作参

考之用。 

 

本研究在香港、中国内地及其他地方访问了不同业者、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及其

他相关联系人，并以此为分析基础，辅以公开数据、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方面的研究

所得。目标受访者为不同领域的高级管理层或重要决策人。另外，本研究也参考了香

港贸发局「一带一路」委员会数字丝绸之路工作小组成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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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数字丝绸之路简介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访问哈萨克期间首次提出。其

后，总理李克强访问欧亚多国，期间也积极宣扬该倡议。「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

济带」，名称源自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即汉代(公元前 207 年至公元 220 年)开始建立

的丝绸贸易路线。「一路」则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路线。现时，「一带

一路」倡议覆盖的范围包括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涉及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 4 万亿

美元，影响逾 44 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63%及生产总值的 40%，参与的国家及国

际机构超过 150 个。 

 

2015 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表白皮书，表明中

国应参与建设通信网络及跨境光纤电缆，以改善国际通信，打造一条信息丝绸之路，

现称为数字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数字经济体应具备四大元素：电缆网络、5G 电信、卫星导航

及通信系统，以及数字科技。数字生态系统包含的主要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

大数据、云端运算及储存、量子运算，以及物联网。 

 

1. 陆上及海洋电缆基础设施 

 

海底光纤电缆是现代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全球互联网通信所用的海底电

缆共有 380 条，穿越 1,000 个登陆站。海底电缆处理逾 98%的国际电话、数据及互

联网流量，这些电缆大部分位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主导。 

 

2016 年，中国国务院发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特设章节强调要建设陆上及海洋

电缆基础设施，建构中国–东盟信息港，以及连接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丝绸

之路。   

 

为实现以上目标，华为海洋已完成 10 多个位于东南亚的海底电缆项目，另有约

20 个正在施工，主要位于印尼和菲律宾。中国移动国际拥有东南亚–日本电缆等海

底电缆系统，并将加强投资多个位于新加坡的系统。巴基斯坦–中国光纤项目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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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于 2017 年展开，通过铺设多条横越巴基斯坦的光纤电缆，为两国之间的语音通

信提供稳妥的传送途径，毋须使用非常繁忙的马六甲海峡电缆。项目将于 2020 年

完工，届时该电缆会从新疆接驳到位于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Khunjerab)，再由巴国

的瓜达尔港(Gwadar Port)进入海洋，以全长 6,299 公里的海底电缆延伸至吉布提，

形成横跨亚洲和非洲的数字丝绸之路。 

 

事实上，香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所以是亚太区众多海底电缆系统的重要登陆

点。现时，亚太区有约 15 个主要海底电缆系统，当中 12 至 13 个以香港作为登陆

点之一，令本港成为区内的重要电信枢纽。 

 

2. 卫星导航及通信系统 

 

除了跨境光纤电缆网络及跨洲海底光纤电缆系统外，在一些地面网络无法到达

及覆盖的地方，卫星移动通信甚为重要。卫星通信有很多优势，例如覆盖范围广、

通信容量大、传输质量佳、网络连接方便快捷，以及可为全球各地提供顺畅连接等，

被视为全球人际通信的核心技术。因此，数字丝绸之路若要建构成功，便需要可覆

盖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卫星网络，以及提供卫星导航支持的地面接驳线路。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BNS)便能满足以上需要。 

 

现时，供导航及通信用的卫星系统基本上有 3 类，按系统所在的高度划分。 

 

英文缩写 轨道名称 高度(公里) 

LEO 近地轨道 160 至 2,000 

MEO 中地球轨道 2,000 至 35,786 以下 

GEO 地球静止轨道(或称地球赤道同步轨道) 35,786 

 

中地球轨道卫星常被用作提供定位数据，即作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现时，全球共有 4 个这类系统，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格洛

纳斯系统(GLONASS)、欧洲的伽利略定位系统(Galileo)，以及中国的北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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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的第一代是北斗一号(BeiDou-1)，共有 3 枚卫星，由 2000 年开始提

供有限度覆盖及导航服务，于 2012 年底退役。第二代系统是北斗二号(COMPASS

或 BeiDou-2)，于 2011 年 12 月开始在中国启用，1 年后开始为亚太区客户提供服

务。2015 年，中国开始建造第三代系统北斗三号(BeiDou-3)，以提供全球覆盖。

2019年 6月 25日，北斗系统的第 46枚卫星升空，数量远超全球定位系统的 31枚。 

 

北斗系统首个设于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基站位于巴基斯坦沿海城市卡拉奇，在

2017 年投入运作。该系统的覆盖范围拓展迅速，现时已遍及东南亚及阿拉伯地区，

连接 30 个「一带一路」国家，最终目标是把服务范围扩展到全部 64 个参与国。中

国期望，到 2020 年，北斗系统可以覆盖全球，定位准确度达 2.5 至 5 米，之后再通

过增设地面基站，把准确度提升至以厘米计。届时，北斗系统便有望取代美国的全

球定位系统卫星网络，打破数十年来由后者主导的局面。 

 

现时，北斗系统已广泛用于运输、农林渔、发电、气象、测量及勘察、水利、

金融及其他民用工业。该系统在定位及计时方面准确度高，信息传输时间短，与互

联网、大数据、云端运算及先进的「智能+」(Smart +)技术配合，带来巨大的经济

和社会裨益。在中国，一条完全围绕北斗系统发展的工业链已经成形，参与研发及

应用该系统的企业已有 14,000 家，聘用近 45 万名员工，整体产量总值为 2,118 亿

元人民币，估计到 2020 年将增至 4,000 亿元人民币。 

 

2019 年 8 月 31 日，中国及俄罗斯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使用北斗系统及格洛纳

斯系统共同进行多个项目，包括携手兴建测量站、跨境运输工具，以及精准农业。

两国还同意为管制中俄边境的交通流量制定共同标准。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在通信及电视广播方面的应用已非常成熟，但缺点也越见明

显。例如，这些卫星的频谱使用率低、容量有限，以及距离地球较远，导致通信大

幅延误。 

 

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通信系统比较，近地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在多方面都较为优

胜。对用户而言，后者的通信延误时间较短，数据传输率较佳，且传输能力也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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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地面移动通信站不相伯仲。这些系统也兼容地面通信系统，实现真正的全球无

缝联系。因此，除了北斗系统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也各自建

立了一个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分别是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鸿雁星座)及虹云

工程。 

 

鸿雁星座将拥有超过 300 枚近地轨道小型卫星。该项目共分 3 期，完成后将形

成一个覆盖全球的近地轨道移动互联网卫星系统，可为北斗系统提供信息传播渠道，

改善后者的定位准确度。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虹云工程是个以小型卫星建立的低轨宽带互联网连接系统，

计划发射 156 枚小型卫星到距离地面 1,000 公里的近地轨道运行，为全球用者提供

随时随地、永不断线的星载互联网无线连接。 

 

虹云一号卫星已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送入预定轨道。虹

云一号将用作核实近地轨道宽带通信技术，同时备有自动辨认系统(AIS)、广播式自

动相关监视系统(ADS-B)及数据收集系统(DCS)。另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也发射

了包含逾 320 枚卫星的鸿雁近地轨道通信星座系统。 

 

近地轨道卫星与地球的距离比其他轨道的卫星近得多，因此可通过较集中的覆

盖，提供更准确的通信信号。 

 

 

3. 5G 电信 

 

5G 是第五代蜂窝式移动通信技术，提供高速移动网络，速度相当于经无线存取

的光纤互联网连接。5G 的定义由联合国旗下负责制定通信科技技术标准的国际电信

联盟(ITU)订立。2017 年，该组织为 5G 设定 13 项最低要求，以及 3 种应用情况。 

 

第一种应用情况是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用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快捷可靠的移

动宽带服务，满足扩增现实(AR)、虚拟现实(VR)及高清影片等的较高流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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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应用情况是超可靠及低时延通信(URLLC)，用以提供实时服务，因此延

误时间必须极短，主要用于遥距手术、无人驾驶及工业自动化等重要工作。 

 

第三种应用情况是大规模机器类型通信(mMTC)。这种情况效用最大，用以支

持大量连接装置，让它们在无延误下传送数量相对较少的敏感数据。 

 

和长期演进技术(LTE)不同，5G 在 3 种不同的频谱运作。低频段频谱的覆盖范

围极广，渗透力高，但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慢。中频段频谱速度较快，延误较短，

但渗透力不如低频段频谱。高频段频谱常被称为毫米波，也是大部分人对 5G 的理

解。高频段频谱的数据传输速度最高达每秒 10 吉比特(Gbps)，延误极短，但主要

缺点是覆盖范围狭窄，建筑渗透力欠佳。 

 

渗透力低意味信号有机会被障碍物阻挡。不过，若 5G 与卫星导航配合使用，

便可成为强大的传输系统。可以想象，北斗系统与 5G 结合，可为「智能世代」提

供同时满足空间和时间要求的基础设施，助城市发展智能运输网络，无人驾驶技术，

强化不同产业的实力，推动发展新经济。这也是导航及通信技术融合的最新成果，

造就各种各样的应用情况，令人期待。在 5G 下，物联网将成为万物之网，可为不

同领域带来裨益，例如智能家居、智慧港口、智慧城市、智能农业、工业物联网、

车队管理、医疗保健、遥距手术、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操作、保安及监控等。5G

很快便会全面应用于商业层面中。 

 

英国电信集团(British Telecom Group)首席网络工程师 Neil McRae 谈到 6G

通信的愿景。他认为 5G 将是一个基于异构多层的高速互联网，早期阶段是「基本

5G」，约于 2020 年进入商业应用，中期阶段为「云端运算+5G」，最后阶段则为

「边缘运算+5G」，而 6G 则会是「5G+卫星网络」(通信、遥测、导航)，预计于

2025 年进入商业应用。6G 运用「无线光纤」等超高速宽带技术，以及以 5G 为基

础与卫星网络融合，达致覆盖全球，为用户提供网络位置辨识、多媒体及互联网连

接、天气信息及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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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科技及应用 

 

现时，数字生态系统以几项主要数字科技建成。 

 

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基本上是个计算机系统，可执行一般需要人类智慧来处理的工作，例如直

接的视觉感知和语言辨识，以至较具水平的语言翻译，甚至作出决策等。现时，人

工智能有两种较常提到的技术，一种是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项，另一种

是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类。机器学习是个可随着接触不同数据而自行演化的

系统，会教授计算机如何处理数据及从中学习。因此，机器学习是个动态系统，能

在没有人为干预下自行调整，且不用人类专家操作也可执行各种没有预先设定的新

工作。 

 

深度学习是一种特别的机器学习技术。这种技术的功能并非教授计算机从数据中学

习，而是让计算机自行培训如何处理数据及从中学习。「深度」是指人工神经网络

(ANN)的层面数目，该网络模拟以神经元网络形成的人类大脑，令计算机能像互相

关联的脑细胞般运作，从而具备人类般的学习和决策能力。浅层网络只有一个隐藏

层，深层网络则有多重隐藏层，令人工神经网络能处理自然语言、操作推荐系统、

辨识声音及影像等。 

 

根据 Gartner Research 预测，到 2022 年，全球各地由人工智能衍生的业务总值将

接近 3.9 万亿美元。以中国而言，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将

可创造多个全新产业，估计到 2030 年总值将达 1,500 亿元人民币。 

 

区块链  

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事务数据库，运用加密技术，以永久及近乎不可篡改的

方式纪录交易。由于加到区块链的交易具有时间标记，且不可轻易篡改，因此该技

术令交易追查容易，透明度也因而提高。在区块链和智能合同并用的情况下，交易

既可追查又不可篡改，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也可确保交易可靠。智能合同是一项

计算机规程，用以数字核实及强制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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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区块链使用加密技术，且属分散性质，因此和传统数据库相比较能防范网络攻

击。正因如此，区块链技术可带来的裨益包括分享安全数据，并提供不可篡改的数

据转移，以确保数据完整性。这些好处让区块链成为公司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重要

工具。 

 

区块链有公开(无特定实体管理的平台)或毋须许可(可供任何人士使用，如比特币平

台)的，也有私人(由单一实体管理的平台)或须取得许可(只有获许可人士可浏览及/

或写入数据)的，而处于两者中间的则有联盟链(由多家公司组成联盟管理)。在国际

贸易中，很多应用都在须取得许可的区块链或联盟链内进行。 

 

区块链技术可应用于多个领域，例如保险、贸易融资、知识产权、运输及物流、海

关及认证程序、分销，以及政府采购等。根据 Neimeth 估计，到 2030 年，区块链

分类账最高可占大数据市场总值 20%，创造多达 1,000亿美元的年收益，比 PayPal、

Visa 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合计还要多。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指来自各种来源、大小不一的庞大及复杂数据组合，内容可以是文件档案等

结构化数据，电邮等半结构化数据，或是影像及录音等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的收

集来源繁多，例如传感装置、录像及录音装置、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一般而言都

是实时产生，而且规模非常巨大。 

 

大数据分析是指以数据开采、数据及自然语言分析、文本分析、预测分析及机器学

习等技术来分析大数据组合。这个程序令用户及研究员得以接触一些先前无法使用

或获取的数据，并据之作出更快更佳的决定。 

 

大数据是所有数字科技应用的基本元素。数据爬取及分析令商家得以作出知情决定

及合理预测。据 IDC 预测，到 2020 年，数据市场总值将升至 2,74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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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储存及运算  

现时，全球每日由电邮、视频、音频、简报及相片等产生的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

超过 25 亿吉字节(GB)。因此，在现今的商业社会，把数据储存在数据中心正逐渐

成为一种实际需要。事实上，这种服务的工业需求非常庞大，造就大型数据中心的

兴起，也就是常称的云端数据中心。这些中心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基础设

施的基本一部分，并担当数字经济的骨干。 

 

在上述趋势下，数据中心业获得的投资顺理成章大幅上升，且回报可观。根据

Cushman & Wakefield 一份于 2017 年发表的报告，数据中心的资本化率(6.5%)一

般较甲级办公室 (3.3%)、黄金零售铺位 (4.7%)、款待业 (4.5%)及高档住宅 (3%)等

传统类型资产为高，因此本身也可成为具吸引力的投资。过去 5 年，数据中心业合

共吸纳了逾 450亿美元投资，预计到 2022年，云端储存市场总值可达 970亿美元。 

 

伴随云端数据中心的是云端运算，意思是按需求提供不同的运算服务。除了数据库

储存外，云端服务平台还通过互联网提供运算能力、应用及信息科技资源等其他服

务。这些服务采用实支实付的收费模式，基本上可分为 3 类，分别是基础设施即服

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就基础设施即服务而言，客户

会获提供基础设施；就平台即服务而言，客户除了基础设施外，还会得到用作应用

开发的软件；就软件即服务而言，客户可在云端平台享用预备就绪的应用程式。云

端服务平台还可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一般称为 XaaS)，例如桌面即服务(DaaS)、

监测即服务 (MaaS)、储存即服务 (STaaS)、通信即服务 (CaaS)、数据库即服务

(DBaaS)等。 

 

美国万亿巨企亚马逊(Amazon)及微软(Microsoft)现时分别营运云端服务平台 AWS

及 Azure。对他们来说，上述服务已经成为一个重大收入来源。事实上，微软最近

便公布 Azure 已首次成为公司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创造的收入占总营业额三分之一。

云端业务对阿里巴巴(阿里云)及腾讯(腾讯云)等中国科技巨擘同样重要，而全球云端

运算市场的规模预计会由 2018 年的 2,720 亿美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6,2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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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运算 

传统数字计算机以二元系统运行。量子位元可处于两个位置中的一个以上位置，令

量子得以突破二元规限。因此，量子运算的速度理论上要快得多。 

 

量子运算的发展可大大提升运算能力，发挥宝贵作用。例如，我们可使用人工智能，

从 5G 产生的庞大数据组合中摘取数值，然后发送至云端。量子运算令人工智能得

以分析不同数据组合之间的关系，也能加快机器学习程序。量子计算机可运用强大

的运算能力，为营养学、医疗护理以至环境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提供大量解决方案。 

 

量子运算也为网络保安带来深远影响。在现时的非对称加密法下，当今最厉害的超

级计算机要花上数千年才能完成解密，但大型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只需数小时或数天

便可完成。因此，量子运算将为网络保安带来挑战。 

 

根据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资料，全球量子运算服务及硬件市场的总值到 2023

年将突破 64 亿美元，同年经 5G 移动网络提供的量子运算服务总值将为 4.17 亿美

元。量子运算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市场规模尚不算非常庞大，但随着该技术日趋

成熟，市场潜力将无可限量。 

 

物联网 

物联网是实物之间的互联网连接。这种连接通过对象配备的电子器材及传感器等其他

形式的硬件建立，令不同设备可通过互联网沟通互动，也令使用者能进行遥距监控。 

 

穿戴式科技把物联网伸展至移动通信，应用非常广泛，例如智能手表、健康追踪器

等电子消费品，另外也可用于医疗保健、先进纺织品甚至导航系统等范畴。根据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预测，全球物联网市场总值将由 2016 年的 1,570 亿美元

上升至 2020 年的 4,57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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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设数字经济及数字丝绸之路成功的先决条件 

 

经济活动主要涉及交换和生产，跨境交换就是贸易。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得增加交

换和生产。交换量的增加导致需求增加，从而令产量增加。然而，交换和贸易或会涉及

摩擦和壁垒。兴筑铁路、桥梁和高速公路等大规模基础建设能减少有形的壁垒，打通国

际贸易通道，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这便是「一带一路」倡议期望达到的目标。 

 

在当前数字转型的大趋势下，数字丝绸之路旨在通过建立数字经济，以及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互联互通、包容共融、消除中介和共同分享的数字生态系统，实现

「一带一路」数字化的目的。由于互联网空间的连接范围远远大于物理空间，摩擦也少

得多，因此数字丝绸之路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有形的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建

立了全新的数字经济，有助全球经济取得更显著的增长。 

 

数字丝绸之路对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其中。过去 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利用，可是这种模式越

来越不可持续，回报也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中国要面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

题。自 1960 年以来，这个问题困扰着近 90%的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目前的定

义，中等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在 1,000 美元至 12,500 美元之间的国家。2017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8,690 美元。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希望能够生产高利润率的高附加值产品，而高科技和

有价值的创新就是中国要走的路。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掀起了科技革命，推行「网络

强国战略」，发展数字化及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的数字科

技、数字产品和数字授权商业模式也可以出口到海外市场，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便有助

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在帮助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发和推动数字技术时，中国本身也

会创造全新的收入来源，因而受益。这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产品和模式，最终可以在数

字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一个以中国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生态系统。 

 

中国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也拥有先进甚至在某些领域属于领先的数字技术，这些

技术是世界其他国家迫切需要的，而且价格较低。然而，社会、文化、法律和商业元素



 

14 
 

也不可以忽略。中国在过去 30 至 40 年间迅速发展，但其社会环境、语言文字、法律制

度和企业文化等，都可能与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不尽相同。在资本、人才、技术和信

息的跨境流动方面，也可能发生摩擦。 

 

数字丝绸之路要取得成功，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制定法律、政策和贸易协议，为跨国

界数据传输提供指引。这更涉及数据所有权、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十分敏感的问

题，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壁垒。 

 

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也存在于「一带一路」，就是有关「相互信任」的问

题。事实上，信任是所有经济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Kenneth 

Arrow 曾经说过：「几乎每一笔商业交易本身都包含信任的元素，任何在一段时间内进

行的交易必然如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的状况是由于缺乏相互信

任所致。」 

 

由于数字科技是建立在(大)数据和数据交流之上，因此这种互信在数字世界里尤其

重要。获取更多的数据可提高效用，而效用通常是与表现、效率、成本和服务质量相关

的指标。然而，获取更多数据也会导致个人身份、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蒙受更高的

风险。隐私和效用之间的权衡取舍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因此，数字丝绸之路要取得成功，

不仅需要信息和通信科技的基础设施，还需要互信、信心和信誉这类上层结构。 

 

总括而言，虽然数字丝绸之路是由中国政府提倡的，但它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

于全世界的发展。通过建立一个数字生态系统，数字丝绸之路将减少贸易壁垒和摩擦，

提高效率，为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出巨大贡献。香港数码港主席林家礼博士说：

「据估计，到 2050 年，全球生产总值有 80%将来自『一带一路』地区。我想提出，其

中有 80%实际上是由数字经济所赐，这是因为世界正在走向数字化。数字丝绸之路与实

体丝绸之路同样重要，但在未来，数字丝绸之路会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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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香港独特的角色和优势 
 

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可以担当不可或缺的独特角色，协助数字丝路成功建构，

实现互联互通，借此减少上述的贸易壁垒。香港从转口港起家，创出经济奇迹，长期以

来善于充当中国内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桥梁。现在，香港可以担任超级联系人角色，在

数字丝绸之路这条数字超级公路上，把中国的先进数字科技带到数字丝路沿线国家。另

一方面，香港也可帮助数字丝路沿线国家进军中国市场。由此可见，香港可以成为数字

丝路的数字门户。 

 

香港大有条件发挥上述作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实行简单低税制，自由

贸易，资金自由流动，而且长年从事商贸活动，培养出专注投入及灵活变通的创业精神。

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为数众多，当中不乏业内巨企，香港作为大湾区重要一员，

得以接触区内的制造和供应设施以及庞大市场，无往不利。此外，香港地处亚洲中心，

全球一半人口在 5 个小时内就可以飞抵香港。香港的对外交通四通八达，有利企业推动

国际业务快速增长及扩展商网。 

  

资本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不少国际资本前来投资，其中包括天使基金、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等。按市值计算，香港交易所是全球第六大交易所。自 2015 年起，

以集资总额计算，香港和深圳合计是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因此，初创企业及

研发创新活动可获大量资金支持。香港也是一个国际城市，具有包容开放的文化和专业

精神，吸引全球人才前来工作。 

  

此外，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处于独特位置，可以促进中国内地与数字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交流。香港奉行全球商业广泛采用的普通法制度，拥有独立的司

法机构、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士和高效的执法机制，为保护知识产权、隐私和商业合同

权利等提供可堪信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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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合作可获双赢 

—专访平安银行深圳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蒋鑫 

 

平安银行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商业银行。截至 2018 年

底，银行共有 34,000 多名员工，在全国设有 80 家分行和 1,000 多家办事处，为客户提供广

泛的金融服务。 

 

平安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早采用人工智能的银行之一。银行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信用

卡、私人银行和零售业务方面，作为其「人工智能银行」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可以全天候自

动计算和更新客户的信用限额，并自动识别拥有高资产净值的客户。平安银行深圳分行风险管

理部总经理蒋鑫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谈及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担当的角

色。 

 

「我们对香港担当的角色抱有很高期望。尽管过去 30 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已扩大了我们

对全球经济的认识，但香港仍然比包括深圳在内的所有内地城市更有优势。香港是全球主要

金融中心之一，采用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法律和惯例，因此关系网络紧密。在中国崛起的

过程中，香港可以充当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平台。 

 

「近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展迅速，并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例如，在互联网 /

移动支付方面，中国不仅领先香港，还超越纽约和伦敦。在这情况下，香港可以担当中介角

色，将中国的技术及其应用推向国际市场。我认为香港在这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企业拓展国际业务的进程中，需要大量

有关海外市场的信息和数据。香港可以为国家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 

   

香港不但在国际社会享有良好的声誉和一定的地位，而且国际化程度高，是深圳、上海、

北京、天津这些城市无法比拟的。除了香港，或许新加坡也可以充当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

桥梁，后者也似乎正朝着这个目标进发。不过，香港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是新加坡无

法与之竞争的，就是香港邻近珠江三角洲。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还在经

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紧密相连。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贡献、人才高度集中和产业

集聚方面，对中国都非常重要。随着中国崛起，尤其是目前数字创新浪潮涌现，正好为香港

带来第二次转型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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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许多内地公司现正将生产基地扩展到东南亚国家，可是这些国家

对供应链的支持较弱。在这方面，香港可以作为支持内地企业离岸活动的服务平台。香港拥

有高效的航运、物流和港口服务，在帮助国内公司的内地办事处与东南亚分公司之间的产品

链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角色。 

 

「在金融领域，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与内地银行合作，为『走出去』的企业提

供全方位数字化金融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当中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如果香

港可以促进内地银行与内地企业在海外市场无缝连接，将会带动香港的金融业更上一层楼。 

 

「我们这些内地银行的海外经验有限，因此最理想和最理所当然的方法是与香港合作，尤

其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令全球经济前景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共创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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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助中国科技企业认识法规问题 

—专访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钟军博士 

 

国盾量子(QuantumCTek)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拆出来的公司，专门从事与商业化量子

信息技术相关的业务。该公司于 2009 年成立，现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量子通信设备制造商

和量子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为需要高度安全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能源和国防等行业提供

服务。 

 

国盾量子总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现时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乌鲁木齐和苏州设

有全资子公司。虽然目前在中国内地以外没有任何业务营运，但已开始探讨在海外扩展业务

的可能性。 

 

该公司副总裁钟军博士说：「我们有意将我们的技术出口到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

且已经与我们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联系人接触。 

 

「在这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公司在海外市场可能面临的一些潜在挑战，包括进出口管

制、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法规，以至营销和售后服务等。我相信香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其中

一些忧虑，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虽然对国盾量子来说，扩展国际业务并非目前主要的发展重点，但钟博士认为，当时机

成熟时，香港会是该公司在内地以外设立分公司的首选地方，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现

有的中国客户大部分都在香港经营业务，我们可以顺其自然地向他们在香港的子公司推销产

品或服务。这将是一个理想渠道，让我们测试一下在内地以外地区开展营销和售后服务的能

力。 

 

「其次，香港的监管环境与西方国家相近。因此，通过为香港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的员

工可以更深入认识海外市场的合规要求。这在银行和金融业方面尤为重要。」 

 

钟军认为，香港在协助科技公司「走出去」方面，扮演着既独特又无可替代的角色。他

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让我们更容易以更低成本获得本地和外地的资金。此

外，香港拥有一个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又有大量专业服务供应商可支持科技业的营运。加

上香港能够为知识产权和资产提供更完善的保护，有利于科技公司的发展。以我所知，许多

优秀的海外人才都喜欢住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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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香港多家大学都拥有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而且与其他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有

良好联系，这对科技公司来说是一个知识宝库。如果我们能够与香港这些国际研究资源联系

起来，便可以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进一步促进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 

 

国盾量子的其中一个重点发展地区是广东，特别是广州和深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计划是一支强心针。它明确指出要提高保障网络安全的水平，大力推动在香港、澳门、广州

和深圳等城市采用先进技术，并推广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使用保密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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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现实公司认同香港拥有优势 

—专访深圳市掌网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李炜博士 
 

深圳掌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nlife-Handnet)于 2007 年成立，是中国 3D 显示行业的先驱，

利用最新的裸眼 3D、虚拟现实和扩增现实技术，为教育、城市发展、医疗保健和制造业提供全

面的智能解决方案， 并获得 200 多项 3D 显示技术的专利。 

 

该公司在内地多个不同地区设立了子公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贵州和广东，目前也

致力快速拓展海外市场，在台湾、韩国、日本、巴西、印度、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地设有销

售代理商。 
 
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李炜博士热衷于利用香港作为扩展海外业务的平台。他说：「我们与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密切合作。此外，我们每年都以参展商或访客的身份，参加香港贸发局的春

季和秋季电子产品展。 

 

「香港在不同专业服务领域的表现都出类拔萃，包括金融、法律、会计和展览等，有助我

们将技术商业化，并在全球市场推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商业融资成本很低，因此我认为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

可担当的关键角色，就是为科技项目提供融资，不仅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项目，还有来自世界其

他地区的项目。 
 
「香港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为知识产权提供良好保障，这对我们这类科技企业来说非

常重要。香港也可扮演技术交易平台的角色，促进区内的知识产权交易。 

 

「人才是推动技术和创新的最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对海外人才来说是一个

具吸引力的居住地方，与此同时，深圳则可为科技人才提供大量的发展潜力。有见及此，香港

和深圳应该共同合作，吸引国内和国外的科技公司、大学及研究机构在区内设点。 

 

「我也深知香港的基础研究非常出色。在医学、数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

域，香港的大学均处于前列位置。香港若能结合深圳在科技开发方面的能力，将可发展成为一

个全球科技中心。」 
 
李炜对大湾区总体规划表示欢迎。他认为，政府最近采取补贴措施以抵消中国内地与其他

地区个人所得税负的差异，有利他的公司吸引更多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才，同时也有助

推动其在全球市场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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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也推行多项支持政策，为科技发展营造有利环境。举例来说，政府于

2000 年成立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协助发展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借此提升业界竞争

力，其重点范畴包括金融科技、健康技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及集成电路。香港科技

园公司致力将香港打造为区域创科研发枢纽，目前已吸引 600 多家科技公司落户，约有

13,000 名科技专才进驻。 

  

香港数码港是另一家政府机构，设有 4,300 平方米的金融科技专区，特别用于支持

金融创新，并于 2016 年推出培育计划。在《2018 年施政报告》中，香港政府把金融科

技定为重点投资领域，借此提升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为了提供财政支持，香港政府拨

出 5 亿港元(折合约 6,400 万美元)资助未来 5 年的金融服务发展。此外，政府还设立 50

亿港元的创新及科技基金，旨在鼓励及协助香港公司提升技术水平，并为业务引入创意。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实施 7 项金融科技措施，包括推出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及发

出 8 个虚拟银行牌照。投资推广署的金融科技小组也举办多项大型活动，展现香港金融

科技的独特优势，其中包括金融科技周、Fintech Finals 18 论坛及初创企业比赛等。该

署也在金融科技周 2018 首次推出快速通道计划，鼓励外国金融初创公司来港拓展业务。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及保险业监管局也是金融科技业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指

引，方便公众了解业界运作。 

 

香港政府的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博士专才库以及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都有助香

港培育及汇聚更多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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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大湾区及东盟的战略重要性和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 

  
罗兵咸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金融服务业主管合伙人费里斯(Matthew Phillips)汇报

该公司一项研究调查结果时表示：「受访者认为，如果香港错失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金

融科技商机，将有损其作为全球金融科技枢纽的地位。」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香

港若要保持竞争力，稳住全球金融科技枢纽的地位，必须为外商提供进入大湾区的机会，

而当中香港能发挥多少效能正是关键所在。事实上，从下文一些重点数据可见，大湾区

对数字丝绸之路确实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重要性 

大湾区对香港十分重要，也有助香港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出贡献，可发挥至少 3 方面

的作用。首先，市场需求是推动科技以及金融科技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湾区市场规

模庞大，对不同科技应用需求殷切，其经营环境也佳。香港是大湾区重要一员，从中可

以获益不浅。此外，香港也可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贡献，协助沿

线国家的企业进军大湾区市场。 

 

其次，中国许多先进技术汇聚深圳及广州，而科技及金融科技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力

是科技人才。香港公司(包括初创企业在内)可以利用大湾区的人才库来推动其数字化转

型及业务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协助输出某些领先全球的技术到数字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一个大型试验场。大湾区有别于其他湾

区，包含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 9 个城市。香港及澳门各有本身的货币、法

制、税制及独特性，令人口和资金流动、政策执行及商业运作变得复杂。因此，三地差

异必先消除，才有利于促进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由此可见，大湾区可为相关政府提供

一个大环境，共同制订政策及措施，以尽量减少跨境摩擦及障碍。从这个意义来看，大

湾区可被视为一个解决跨境营商困难的巨大试验场，而在数字丝绸之路，这些困难的规

模和范围可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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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罗兵咸永道深入访问了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机构(来自中国内地及海外)及其他公司

的高级行政人员，并根据相关资料于 2018 年发表一份报告，详述当中所发现的多个重

大问题。其中一个是大湾区各地的监管协调问题，涉及数据管理规则、无缝财务身份认

证和了解客户(KYC)流程，以及虚拟银行和保险业务等。其他问题有深圳科技人才及香

港环球金融专家在大湾区的流动。 

  

WHub 的 2019 年白皮书也指出，若医疗和教育设施以及税务优惠不够完善，会令人才

及初创企业不愿前往内地工作。跨境支付依然是一个难题。与金融服务相关的规例未能

为企业及个人提供畅顺的银行体验。保护主义也不利于各个城市之间的合作。 

 

政府角色 

如上文所述，大湾区各个城市都有本身的特色，而且粤港澳三地的法制、税制及货币各

异，当中所引起的摩擦和挑战，只有在政府层面才能够化解。事实上，毕马威会计师事

务所与香港总商会于 2017 年进行的调查指出，大湾区若要发展成功，实有赖四大要素，

按重要性排序，分别是政府的支持、清晰一致的法规、基础设施的支持及税务优惠。在

罗兵咸永道 2018 年的访问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大湾区「9+2」城市须加强协调各自

的监管法规，才能确保相互合作能以一致及富有成效的方式进行。 

 

事实分析 

大湾区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旨在推动珠三角 11 个城市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大湾区的

土地面积约 5.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 0.6%)，人口逾 7,000 万(占全国总人口 5%)，

其中香港、澳门、深圳及广州是核心引擎，而区内的本地生产总值(GDP)达 1.56 万美元

(占全国 GDP 的 12%)，足见经济实力雄厚。 

 

大湾区结合各个城市的优势，足以媲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及东京湾区。香港与纽约

一样，是区内的金融中心及贸易中心，能提供各类专业服务。深圳则如美国硅谷，拥有

高新科技制造业及创新产业。澳门堪称另一个拉斯维加斯，是区内的旅游及娱乐中心。

世邦魏理仕研究部(CBRE Research)根据 2016-17 的数据对全球四大湾区作一比较，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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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四大湾区比较  (2017 年) 

  大湾区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56,000 36,500 21,500 17,900 

人口 (万) 6,957 4,396 2,015 768 

本地生产总值(GDP) 
 (万亿美元) 

1.6 1.9 1.7 0.8 

人均 GDP (美元) 23,000 42,000 82,000 102,000 

货物吞吐量  
(万个标准货柜) 

7,499 773 625 237 

机场客运量 (亿人次) 2 1.2 1.3 0.8 

全国 GDP 占比 (%) 11.8% 37.6% 9% 4.2% 

第三产业比重(%) 64.9% 82.3% 89.4% 82.8% 

主要产业 制造、科技创新及

金融 
汽车、石化及金

融 
金融、房地产

及医疗保健 
科技创新及专业

服务 
注：*2016 年数据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日本总务省、世界银行、

德勤研究、香港立法会、美国普查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邦魏理仕研究部 
 
世邦魏理仕认为，大湾区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在人口及土地面积方面已

居首位)，主要有数项重点优势。 

 

首先，大湾区拥有两个世界级金融中心，即深圳及香港，两地都设有广受好评的机场及

港口。许多《财富》500 强(Fortune 500)公司都在广州、深圳及香港设立总部，而这 3

个城市也是主要的商业枢纽。第二，大湾区也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物流枢纽，区内大部分

货物都经香港、深圳及广州运送。随着多条主要铁路及道路开通，把区内东西两边城市

连接起来，物流企业将可提高效率，并能够减省成本。第三，大湾区多个城市正在发展

文化及观光景点。具体而言，香港、澳门及珠海将组成一个主要旅游区，设有购物商场、

综合渡假村以及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设施。这些新措施将对旅游及零售业的发展带来

莫大裨益。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中央政府已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 4 个领域推动

进一步合作。第一个领域是创新科技，目标是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

廊建设，作为重大创新载体，以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重大创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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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领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连通内地与港澳以及珠江口东西两岸为重点，构建

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及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加上近期建成的广深

港高铁及港珠澳大桥，力争实现大湾区「1 小时生活圈」。除了促进人员、信息、资金、

商品及服务便捷有序流动之外，大湾区的融合与互联互通可为发展巨型智慧城市营造广

阔空间，继而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增长，吸引人才、资金及企业到区内，并达致良性循环。 

 

另外两个重点领域是金融融合以及社会保障，前者是要推动大湾区内保险产品跨境交易，

支持内地、香港及澳门的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后者旨在支持港澳投资

者在大湾区其他 9 个城市按规定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兴办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 

  

毕马威、汇丰银行及香港总商会于 2018 年进行一项联合调查，访问了 700 多名在大湾

区经营业务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受访者认为，技术与创新、贸易与物流以及金融服务

等行业最能够受惠于大湾区的发展。事实上，70%技术与创新业受访者及 66%金融服务

业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将于未来 3 年随着大湾区发展而至少增长 5%。 

  

由于第三产业占大湾区经济仅 60%，与全球三大湾区的 80%相比明显较低，因此这个

产业在大湾区大有商机。 

 

数字科技也能够推动不同产业的增长与发展。举例来说，公司可以使用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预测消费者需要，从而创制合适的产品。3D 打印使公司能够生产量身定做的产品。

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超级互联互通网络以及与其他邻近市场的交通联系，均能提高物流

及供应链效率，方便网上购买的产品向买家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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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广东企业担当平台角色 

—专访广州时代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朱国清博士 
 

时代数据服务是中国的大数据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成都、济

南、杭州、郑州、武汉和广东都设有子公司。公司年营业额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员工约

200 人，其客户包括知名的阿里巴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一些国有企业。 

 

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就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探索、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辅助的自助式营

销等，提供综合精简的解决方案，以便客户实行「准实时」监控，客户同时也可轻易地进行数

据分析。 

 

虽然该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但 80%的客户均来自广东。创始人兼总经理朱国清博士解释说：

「我认为广东的开放程度是全中国最高的。广东公司最具活力，即使国有企业也如此。广东的

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国内也处领先地位。该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人才，这正是我把业务集中在广东的原因。我的想法是，假如公司业务能够在广东

顺利运作，那么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朱博士正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平台。「我将会把业务从广东扩展到

香港。我认为如果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能力结合香港的优势，包括香港人的国际联系和语言能力

等，将可带来协同效应。我相信对于要『走出去』的内地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与

此同时，我们正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其网络为扩展海外市场的内地公司提供数据分析服务。 
 
「香港确实拥有很多优势。香港一直以来是一个大都会，香港人的教育水平高，与外国人

沟通的能力很强。此外，香港人与广东人的文化背景非常相似，大多数人都说粤语，两地有很

多共同点。 
 
「过去几十年来，广东在开放和服务水平方面都从香港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广东现

在的公共服务效率已跟香港不相伯仲。 

 

「然而，我认为香港需要在国内进行更多宣传，例如举办更多论坛和媒体采访，好让内地

人能够认识其角色和优势。我觉得香港又应加强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并推行鼓励年轻人在广东

工作或创业的政策。」 
 
若将香港与新加坡比较，朱博士说他更喜欢香港，因为新加坡远在中国以外，而且在许多

方面，香港仍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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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自然是香港及中国内地的首选市场，原因之一是地

理位置接近，另一个原因是文化相似。事实上，许多香港公司长久以来都有在东盟投资

及经营业务，涉猎范围甚为深广，成绩卓越，深受当地商界尊重。此外，中国内地政府

现在也积极在这些市场大举投资。 

 

重要性 

东盟与大湾区一样，对香港具有重要价值，有助香港为数字丝路作出更大贡献，对此下

文的事实分析可作印证。首先，东盟是香港扩展科技和金融科技业务的另一大市场，不

仅为香港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大量商机，也使香港有不少机会把中国内地的科技带

进东盟。 

  

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东盟对香港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提供一个更大的试验场。大湾

区仍然属于单一政治体制，同属中国文化。不过，东盟成员国分属不同的政治及法律体

制，文化各异，所用货币不同。若说大湾区是一个在一国之下由多个行政区域组成的试

验场，以便进行跨境业务营运及合作，那么东盟便是一个包含不同国家、货币及语言的

试验场，其复杂程度与大湾区处于不同层次。香港若能协助东盟处理实质和技术壁垒，

同时也有助消除文化及社会政治方面的障碍，则可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整体发展踏出重

要一步，迈向成功。 

 

挑战 

在东盟，一些新兴市场可为香港提供机遇，而新加坡的数字科技业发展一日千里，在区

内十分活跃。罗兵咸永道管理咨询服务部的 Nicole Wakefield 认为，新加坡在基建及生

态系统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处理得宜，并在区内建立了重要地位，备受信任。目前，新加

坡正担当区内枢纽这个关键角色，能够吸引及培育最优秀的数字专才及公司，带领整个

东盟向前迈进。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积极在东盟投资，此举是一把双刃剑，下文将再作讨论。中国内地

到东盟大举投资，意味着可以控制当地的庞大数据，可能会惹起关注。有见及此，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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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外交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强调：「我们不愿看见只有少数系统或平台雄霸

世界。」 

 

除了跨境纠纷以及不同的法规、政策、税制以至一定程度的地区保护主义等壁垒之外，

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障碍就是不同政体之间缺乏互信。若香港不仅能减少区内的技术贸

易壁垒，更能与其他政府建立互信，则可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整体发展踏出重要一步，

迈向成功。 

 

事实分析 

 

有利的社会经济因素 

东盟的人口年轻(70%人口不足 40 岁)，活力十足，多元文化共存，而且会说英语，有利

国际交流。区内经济体增长迅速，许多大型企业都在区内设立后勤办事处及发展中心。 

 

互联网渗透率高及数字化程度日深 

东盟若干成员国的数字化程度在全球数一数二，其中逾 90%互联网用户使用智能手机上

网，而在 2017 年连接互联网的手机达 9.35 亿部。区内互联网用户数目全球排名第三，

在中国内地及印度之后，自 2015 年以来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13%。下图显示 2017 年

东盟各国的互联网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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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积极参与信息及通信科技的基建发展以及数字建设，是区内数字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并为全球各地的信息及通信科技公司提供大量商机。区内金融科技业虽然尚在发

展初期，但增长迅速。在东盟，本土金融科技公司主导当地市场，但外国公司也越来越

有兴趣分一杯羹，通过商业联盟、伙伴合作、收购或直接投资等方式进军当地市场。 

 

市场潜力优厚 

东盟的互联网经济以电子商务、网上旅游、网上媒体及叫车平台为主。事实上，当地的

互联网经济大有机会可以进一步增长。举例来说，电子商务于过去 5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

23%，但在区内零售总额的占比依然不足 2%。整体而言，东盟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全球

市场不足 1%，而中国内地却占 32%。 

 

谷歌(Google)与淡马锡(Temasek)的报告预测，到 2025 年，东盟电子商务市场的价值

将达 1,768.9 亿美元。这个市场吸引不少科技初创公司、企业及投资者注意，不足 4 年

间已集资 176.9 亿美元，其中逾半投资到初创独角兽企业，例如 GoJek 及 Grab 等叫车

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公司 Laz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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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态度积极  

东盟各国政府非常支持数字经济，推出多项措施以为数字基建招商引资、鼓励数字初创

公司发展，并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及产业数字转型。举例来说，新加坡正在推行「智能国

家」计划(Smart Nation initiative)，而泰国则使用二维码作无现金支付，以及发展以网

络为基础的应用程式，菲律宾也计划推出云端服务。 

 

中国积极投资东盟 

中国在东盟参与多项「一带一路」大型项目，如马来西亚的铁路和油管项目、缅甸的皎

漂港，以及老挝北部的高速铁路。 

 
中国也大举参与东盟的数字基础建设。华为及中兴通信正在区内铺设光纤电缆。中国的

信息及通信科技公司则为东南亚市场研发 5G 网络及云端运算系统。缅甸的交通与通信

部与华为合作，跳过数代移动网络发展，于 2025 年前直接推出 5G 宽带服务。同样地，

阿里巴巴在印尼开设第二个数据中心，华为也在泰国推出该公司首个 5G 测试台。 

 
在初创企业及电子商务方面，阿里巴巴经营的电子商务公司 Lazada Group 以新加坡为基

地，在越南、泰国、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的每月活跃用户人数领先同侪。支付宝首先在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越南推出，其后再进军柬埔寨、缅甸、老挝及菲律宾的电子支

付市场。蚂蚁金服则通过投资新加坡的 M-Daq、菲律宾的 Mynt 及泰国的 Ascend Money，

在东盟多个国家经营业务。该公司也与印尼的 Emtek 及新加坡的 Fave 结成伙伴，同时

收购菲律宾的 HelloPay，并与马来西亚的 Touch ’n Go 组织合营公司。他们也在印尼、

马来西亚及菲律宾投资于多间初创企业。腾讯与滴滴出行均投资于叫车公司，包括 Grab

与GoJek，其中后者已超越 Uber 成为东南亚叫车业的龙头。同样地，中国内地的华为、

Oppo 及维沃已成为区内手机制造市场的领导者，打破三星(Samsung)的领导地位。 

 
中国内地的技术转移能有效帮助亚洲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数字经济。事实上，许多亚洲

经济体更加倚赖中国，对美国的倚赖则较少。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梅农 (Jayant 

Menon)表示，中国内地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8 年双方的年度贸易额达 5,910 亿

美元，较 2017 年增加约 14%。此外，东盟曾连续 8 年成为中国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

每年，中国与东盟双方互访的游客逾 5,500 万名。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表示：

「这种紧密关系已推动经济增长，惠及全部 11 个成员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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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香港在东盟地区的优势与机遇 

—专访 Intria 创办人陈渊斌 

 

陈渊斌是一名澳洲籍香港人，拥有超过 20 年高级行政管理和信息科技专业的工作经验，

在香港、澳洲、中国内地和东盟的旅游科技生态系统，积累了丰富的业内知识，并建立了强

大的业务联系。 

 

陈渊斌于 2012 年在香港创办 Intria Limited，采用区块链和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为亚

太区的机场、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等客户，提供旅游科技顾问及解决方案服务。他接受香港理

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谈及香港科技公司在东盟地区的优势和机遇。 

 

「东盟的市场潜力庞大，特别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当地旅游需

求强劲，但市场竞争却不大。 

 

「这些国家目前采用科技的程度仍然偏低，但正不断跃升。举例来说，缅甸从固网电话

直接跳升到低价智能手机，绕过早期的模拟和数字手机阶段。 

 

「展望未来，我认为企业应该注视新一代 5G 无线技术带来的机遇。我的预测是，5G 将

会首先推动这些国家在消费者层面使用物联网设备。由于 5G 可让更多设备同步互联互通，因

此将来所有家用电器和设备都会具备网上连接功能，而这类物联网设备相信会首先流行起

来，例如，可以发送信息通知用户隔尘网需要清洁的空调。 

 

谈到香港公司的优势，陈渊斌说：「国际业者较少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但香港

公司在为客户定制解决方案和满足特殊需求方面却反应敏捷。举例来说，我正为一些经济负

担能力较低的潜在客户，提供每月订购计划甚至免费试用。我们有信心他们会认识到我们解

决方案的价值所在。」 

 

陈渊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比在香港更容易。他说：「香港的市场竞争太激

烈，兼且许多传统行业已达饱和，香港公司多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削减成本而不是创造价值。

但我很高兴这种心态正在改变，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当前的数字转型浪潮是一股颠覆性力

量，关乎公司的发展策略，而不仅仅是与 IT 部门有关的 IT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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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陈渊斌认为香港在发展成为科技中心方面，条件优厚：「任何技术应用都需

要充分利用行业知识。香港人在不同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专业资格，对国际惯例了如指掌，

也拥有所需的国际联系。 

 

「此外，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超卓，并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优势。我相信香港

的大学所研发的技术都有良好的商业价值，但根据我个人经验，私营部门并不容易获取这些

技术。」 

 

许多人说香港的科技人才太少，不足以支持这个行业。陈渊斌却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至

少对他公司来说如是。他指出：「在现今的数字时代，我们不再需要人们亲身在这里工作。

我们将工作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巴西、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和菲律宾等。令我惊讶

的是，越南拥有非常优秀的信息科技人才。我认为香港应该在这方面与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

的联系，并相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欢迎能协助他们建立人力资本的伙伴关系。」 

 

当被问及行业发展需要什么政府支持时，陈渊斌说以他所知，政府有多个资助计划可以

提供援助，不过，他希望能够有一些平台帮助他加强与同业的联系，最理想是联系到潜在的

合作伙伴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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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资和海外扩展平台 

—专访凤金普惠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韩伟 

 

凤金普惠于 2014 年成立，是凤凰卫视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最

新科技，提供点对点网络贷款、基金、保险、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服务。 
 
凤金普惠的资产总值约为 100 亿元人民币，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两大类客户群，分别是

没有银行账户的市民以及富裕人士。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对银行和存款服务需求殷切，凤金普

惠运用数据分析来为这类客户进行风险管理。至于富裕客户，公司不断寻找全球投资机会，

以满足他们在资产管理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 
 
凤金普惠在印尼等多个东南亚市场发展了两年左右，主要经营消费金融相关业务。该公

司首席运营官韩伟表示：「我们视东南亚为重点市场，因为他们拥有大量消费需求旺盛的年

轻人口，但区内国家却未能为这些年轻人提供金融服务。 
 
「虽然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但也不无挑战，主要是这些国家在消费行为以至

监管法规方面都各有不同，而香港正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香港是一个具有丰富营

商经验和卓越专业能力的国际城市。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理位置邻近东南亚国家，因此对他们

的社会和商业文化有较深入的认识。香港可以帮助内地公司更顺利有效地打进这些市场。 

 

「对我们来说，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和扩展海外市场的平台，它拥有健全的法制

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内地相比，香港在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更强，资本成本也较低。

由于内地的外汇管制非常严格，如果我们在国内筹集资金用于海外投资，将要面对很多涉及

成本和监管的问题。 
 
「以我所知，一些内地公司正利用新加坡作为通往东南亚的门户，但我觉得香港更为可

取。香港不但较接近中国内地，而且方便我们更容易筹集资金。 
 
「我认为现时中国有充裕的人才供应，包括具备海外经验的人才。由于香港在本土人才方

面的优势不及内地，因此，香港应该加倍努力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与此同时，目前香港的生

活成本非常高昂，特别在住屋方面，故此必须致力改善生活条件，才能吸引海外人才。」 

 

韩伟认为，由于香港的面积细小和人口不多，因此应该发展高科技产业，发挥其在基础

研究方面的优势。「事实上，香港的大学在科研能力方面非常强劲，我们十分渴望与他们开

展更紧密的合作。」 
 
 



 

34 
 

东盟商界如何看待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专访莱佛士商业通私人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许由平 

 
莱佛士商业通于 2015 年成立，为有意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或有私人理财需要的外国公司和

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并为扩展东南亚的企业提供策略建议。 

 
许由平在创办这家公司之前，在总部设于新加坡的顶级全球和区域银行集团累积了 30 年

工作经验。近期，他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私营企业合作，帮助他们利用新加坡作为中心，在

东盟地区扩展与数字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许由平就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须考虑的问题提出

了一些专家意见。 

 
许由平首先谈到东盟商界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看法。他说：「许多人将他们对数字丝

绸之路的商业考虑跟他们对政治意图的猜疑混为一谈。只有强大独立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客观

地就这场『动荡』做好风险管理的准备。在这背景下，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同时，必须小心

作出校正。第一个做法就是打造一个可以为大多数甚至所有东盟国家带来好处的数字平台，

以赢取用户的信心。 

 
「我的中国内地客户许多都知道东盟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市场，但却很少人了解东盟市

场和当地的商业惯例。若要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外商宜与当地业界合作，构建一个协作商业

模式，寻求在这个全新的数字经济中达致双赢。他们必须细心制定适切的商业模式、合营架

构和商业考虑，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当地公司应该认真探究自己的角色。当地公司与外商合作时，与其经营一

个互相竞争或彼此类似的商业模式或基本产品系列，不如考虑扩展产品的广度，以及融合至

合作伙伴无法进入的业务范畴(例如因法律或监管规定限制外商参与的领域)。」 

 
对于香港在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方面的优势，许由平说：「香港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集

资中心，因此，数字项目可以在香港获得相当大的曝光率，这是香港的一大优势。 

 
「香港拥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而且一直以来在银行、法律、会计等方面提供

优秀的专业服务。如果香港利用其长期优势 (如金融中心、国际专业服务、房地产基础设

施)，并采取开放的态度与东盟国家互补，以帮助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我认为香港可以取

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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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我有限的理解，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不算突出，与其有关的信息科技、电子

商务及社交网络平台品牌寥寥可数。 

 
「目前，东盟商界对香港可以担当的数字中心角色并不了解。香港必须向他们宣传和展

示它的政策方向，如何在过去及现在均能成功配合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数字丝绸之路的主旨应该是建立一个泛亚平台，为所有有关方面创造价值，而不是为

中国企业建立一个具竞争力的赚钱模式。值得参考的例子就是 SWIFT 银行支付网关的发展。

最初 SWIFT 只是一个被许多银行和政府机构使用的系统，但由于它非常有用，之后人人都接

受它为国际支付必用的平台。 

 
「打造一个由香港牵头和推动的数字丝绸之路经济集团/联盟，可以更容易获得各国政府

的接受，因为它会被视为一个使用数字平台的经济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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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贡献？  

—专访北京领创智信科技有限公司印尼片区董事总经理程韬 

 

北京领创智信科技是一家以数据为中心的金融科技公司，由一群顶尖大学毕业且具备丰

富行业经验的科技人才创立。该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迄今已营运约 4 年，并获得 C 轮融资

资格，估值约为 1 亿美元。北京领创智信科技获得来自中国和硅谷的顶级创投基金支持。 

 

该公司目前的市场包括印尼、菲律宾、越南和印度。主要业务有两方面：点对点网络

(P2P)贷款；以及通过采用人脸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为金融机构提供反欺诈和电子

识别客户(EKYC)解决方案。该公司的印尼片区董事总经理程韬就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了他

的看法。 

 

「目前中国在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国可以协助东南亚国家

加快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让人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无疑也有利于中国的国力扩张。 

 

「在印尼开展业务有困难也有挑战，例如申请 P2P 经营许可，须应付许多官僚程序。但

整体而言，东南亚的初创企业营商环境良好，为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其他地方的科技公司

提供庞大的商业潜力。」 

 

对于香港应如何发展，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贡献，程韬说：「香港不能孤军作战，它必

须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带来的机遇，并与拥有大量科技人才和初创企业

的深圳及其他广东城市加强融合。另一方面，香港是国际人才首选的生活和工作地方，这方

面比任何内地城市都要优越，因此，香港可以在人才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需要有自己的本土科技公司，以保持其经济生产力。现时

香港似乎过分依赖金融业和地产业。」 

 

程韬认为，香港也可以在技术领域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贡献。他说：「香港应该利用其

特殊地位引进和应用来自中国内地，甚至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技术。此外，香港的科研水平很

高，研究人员可积极寻求科技上的突破，特别是在美国限制中国的领域，例如芯片、软件、

基础研究和新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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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解决方案供应商寻求香港合作伙伴 

—专访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封万里博士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成立于 2005 年，通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

术，提供保护和监控环境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来监测环境状况，

例如地下水分布和污水处理对城市管理的影响。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雇有超过 400 名员工，其中约 250 名是研发人员。公司于 2018 年

开始筹备首次公开招股。副总裁封万里博士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谈到香港能够

如何帮助该公司打进东南亚市场。 
 
「我们的主要客户是政府的环保部门。公司的业务目前主要集中在江苏和浙江，因为那

里的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环保。然而，我们希望将客户群扩展到包括企业和个人。 

 

「我们的潜在客户之一是农民的债权人，他们希望监督农业资金的使用情况。我们使用

卫星、地面传感器、高清摄录机、无人驾驶飞机和其他工具，来评估农田的实际情况。 

 

「我们也有意向东南亚国家输出服务，因为我们预期随着这些国家的生产设施和工业发

展不断扩张，对环境保护的需求也会增加。当越来越多企业从中国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我们

相信他们会同时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环保方面的挑战。 
 
「事实上，对海洋或人口分散的大幅土地这类区域，卫星技术最能发挥作用，我们可以

在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应用这种技术。 
 
「然而，我们预计在这些国家会面临不少挑战。首先，我们不熟悉这些国家的政府架

构，不知道谁是采购环保解决方案的决策者，所以很难接触到适当的人。其次，由于我们需

要收集和处理这些国家的大量数据，他们难免会抱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香港可以扮演桥梁角色，帮助我们牵线搭桥。香港政府可与东南亚国家的有关部

门沟通，制定一份全面的项目列表，如果这些项目由我们的驻港办事处负责处理，相信这些国

家会更容易接受。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香港其他的优势，包括其在信息科技方面的能力。」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等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该公司拥有 100 多项专利技术，又主编多个智能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行业标准。此外还

为 200 多个城市和 20 多家环保企业提供环保信息服务，并为逾 20 家客户提供全周期垃圾分

类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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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香港的定位 
 

根据香港的优势，这次研究认为香港有潜力在以下领域进一步发展，成为数字丝路

的数字大门，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可作为参考。 

 

香港成为数字丝路云端数据中心/平台 

 

重要性 

数据中心逐渐成为现今商业世界的必需品，且是众多系统的支柱。目前，全球每天

生成的数据超过 25 亿 GB，数字数据存量每两年翻一番。社交媒体、电子支付、大数据、

云端服务等使用量猛增，以及移动应用不断增加，都令数据量增长势头更劲。 

 

以规模而言，数据中心可以是较小型的内部数据室，也可以是较大规模的主机代管

(co-location)中心，以至庞大的公共云端中心。云端数据中心提供以下服务：基础设施

即服务(IaaS)、数据库即服务(DBaaS)、储存即服务(ST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

件即服务(SaaS)。世邦魏理仕(CBRE) 2018 年的调查显示，云端数据中心的年回报率

介乎 10%到 20%。2018 年，全球十大企业云端供应商的总收入接近 1,200 亿美元。 

 

十大云端供应商(按收入计) 

排名 供应商 2018 年云端收入(亿美元) 

1 微软(Microsoft) 322 

2 亚马逊网络服务(AWS) 257 

3 IBM 192 

4 Salesforce 130 

5 埃森哲 (Accenture) 90 

6 SAP 56 

7 甲骨文(Oracle) 53 (估计) 

8 Google Cloud 34 (估计) 

9 Workday 28 

10 ServiceNow 26 
资料来源：@bobev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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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除了拥有大数据储存设备及数据库外，还提供大数据管理、商业信息，

并支持定制开发服务。大数据平台的一大好处是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例如，用户

可以使用不同的开源 Apache 技术，分析储存在 Microsoft Azure 云端平台上的数据，

而 Google Cloud 也提供大量大数据管理工具。 

 

机遇 

Cushman & Wakefield 表示，亚太地区的数据中心市场正显著增长，到 2021 年甚

至会超过欧洲市场。2016 年，亚太地区每月移动数据消耗量为 3.1 亿 GB，预料到 2021

年每月将达 228 亿 GB。如果香港成为数字丝路门户，可以想象涉及的数字数据量将何

等庞大。香港也可利用数字丝路生成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蕴含庞大价值，例如数字丝

路企业生成的数据可以成为供交易用的宝贵商品，因为这些数据对所涉各方来说是相关

和重要的。这就是所谓数据即平台(DaaP)，据此围绕这些核心数据的应用和服务可构建

新的数字丝路产品及服务生态系统。 

 

优势 

香港适合设立数据中心，原因是选择数据中心位置时，地震、洪水、飓风和龙卷风

等自然灾害都是较常提及的风险因素，而香港很少发生造成巨大损失的灾难性气象事件。

另外，Ginovus 常务董事 Larry Gigerich 曾提出数据中心选址还有以下 10 项重要标准。

除却劳工成本和房地产成本外，香港均能满足这些要求。 

 

i. 劳工成本及供应 

ii. 公路通达性及质量 

iii. 靠近主要市场及客户 

iv. 房地产供应及成本 

v. 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优惠所提供的金额 

vi. 电信基础设施的供应 

vii. 公用事业成本 

viii. 税务及监管环境 

ix. 靠近供应商 

x. 连接主要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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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发展香港为贸易及科技合作的中心，香港政府大力宣传香港是亚太地区

数据中心的首选地点。然而，一间由政府支持(政府所有或以公私营合作方式营运)的数

字丝路云端数据中心相当重要。 

 

成立政府支持的云端数据中心的理由 

 

I. 建立可靠的数据完整性和保护框架 

 

设立一间数据中心来储存数据，并提供 DPaaS(数据保护即服务)等 XaaS(一切

皆服务)，有庞大的商业潜力和机遇。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简称

ODI)将数据视为一种新兴形式的重要基础设施，并认为中国的数字丝路是影响全球

数据基础设施的重大转变。欧盟最近实施《通用数据保障条例》。香港曾与 ODI 参

与一个项目，为各国之间有数据支持(data-enabled)的企业建立更强大的贸易联系。

香港可以更紧密与 ODI 合作，定出数据标准。 

 

在保护机密和数据隐私方面，较近期的技术是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开发的同态加

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技术，可以在加密环境中完成计算。因此，加密数据

可在毋须事先解密下进行数据分析，令公司可安心共享数据。通过这种附加技术，

数字丝路数据中心可进一步取得数字丝路商业用户的信任。如果香港政府能够引进

国际专家，数据中心更可进一步提高其声誉和可信度。香港大有条件设立数字丝路

云端中心，完全控制数据和信息，并且维护数据和信息的完整性。此外，由香港政

府支持的数据中心，加上由国际学者和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可提高数字丝路商业

用户对数据完整性、隐私和保护方面的信心。 

 

2. 投资成本高(但长远的资本回报也高) 

 

数据中心投资额可以有很大差异。一间多租户的小型设施，成本约 1 亿美元。然

而，拥有多栋建筑的庞大云端园区可能要约 15 亿美元。同时，电力消耗量也可能非

常巨大，因为每瓦特的电力用于服务器运行，便需要另一瓦特来冷却。据报道，

Google 使用的能源足够为 20 万户家庭供电，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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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 亿千瓦。据亚马逊称，一个 8 兆瓦的数据中心可能有超过 46,000 台服务器，

每兆瓦成本为 1,100 万美元，而每千瓦时的电力成本约为 7 美分。今年初，戴姆勒

(Daimler)将其大数据平台迁移到微软的 Azure 云端。事实上，高德纳(Gartner)预测，

到 2025 年，80%的企业将关闭其传统的数据中心。 

 

3. 处理「云端垃圾」 

 

数据中心的额外成本涉及处理「云端垃圾」，即由于数据中心的设备升级而逐步

淘汰的各种旧信息科技基础设施。中型数据中心会有约 3 万台设备，由于数据中心的

技术发展甚快，使用寿命只得 5 年，甚至更短。过时设备便成为电子垃圾。全球领先

的金属及电子产品回收公司 Sims 的集团行政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Alistair Field 预测，

从 2025 年起，每年将要拆解并回收约 200 万吨的废弃设备，这将是一个 3,000 亿美

元的市场。然而，回收这种垃圾并不容易，因为当中涉及许多包含用户个人数据的

硬盘。在回收过程中如何确保每一步的数据安全是一个棘手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导

致数据泄漏。例如，有些公司要求回收商在现场拆解服务器，并全程录像。同样，

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处于有利位置。 

 

4. 设立数字丝路专用的云端中心 

 

与通用云端中心不同，这将是数字丝路专用的云端中心。微软、亚马逊、IBM、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主要云端中心都是「通用」，但建议设立的数字丝路云端中心是

数字丝路专用。生成并使用的数据将专门供数字丝路倡议使用，支持并推动其发展。

由于数据共享可以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这一点对宣传数字丝路的合作和协作时尤

为重要及有意义。在一间集中式数据中心以标准格式储存所有相关数据，可确保所

使用数据的完整性。数据来源透明，可增强公司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协

作，商业合作伙伴之间更易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设立一间云端中心来储存

数字丝路的商业相关数据，可以促进并便利数字丝路沿线更多的商业合作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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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1. 来自新加坡的挑战 

 

数据中心营运要面对诸如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甚至政局不稳等重大风险。

Cushman & Wakefield 在 2015 年曾进行一项调查，建立全球 37 个国家及地区的数

据中心风险指数，旨在帮助公司为数据存放地点制定策略性投资和营运决策。结果

显示，新加坡的排名高于香港，在全球居第七位，亚太地区居第一位。香港的排名

实际上并不低，是全球第十一位，亚太地区第三位。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数据中

心的风险状况应会大幅改善。 

 

新加坡大亨、集年投资主席黄鸿年于 2017 年投资 67 亿新加坡元，成立一家将

新加坡定位为信息科技及投资枢纽的数据中心公司。该公司表示，黄鸿年预期新加

坡的数据储存业务将受惠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然而，香港应该比新加坡更

有条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2. 敏感的政府数据 

 

政府数据特别有价值，但也特别敏感。期望数字丝路沿线政府将其数据存入一间

集中式数据中心(不论是否位于香港)或许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香港政府应采取主动，

率先与其他政府合作，最先可从大湾区的市政府开始，利用联盟区块链(consortium 

blockchain)技术建立数据平台。这种安排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其成功经

验可通过合作方式带到东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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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内地科技企业桥头堡 

—专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办公室主任高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进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

于 2006 年共同成立，由 9 个研究平台以及多个实验室和设施组成。先进院的目标是提升粤港地

区设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能力，推动自主知识产权新兴工业的发展，并成为国际一流的工

业研究院。 

 

为满足国家在医疗保健和制造业的需求，先进院主力研究新兴产业，如低成本医疗、服务

机器人、电动汽车、云端计算、数字城市、纳米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先进院又与包括华

为和腾讯在内的百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至今已孵化了 700 多家高科技公司。 

 

先进院还与多家外国学术及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澳洲国家信息与通信技术中心(NICTA)、加拿大通信实验研究室(TRLabs)、德国汉堡大

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等。 

 

先进院成果转化办公室主任高锋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论述香港在协助中国技

术与世界各地建立联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香港拥有不少优势，可以发挥将中国技术与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的作用。事实上，一些国

家对于扩展海外市场的中国科技公司持怀疑态度，但是在外国人眼中，香港是一个在商言商的

地方，他们一般不会对香港怀有戒心。 

 

「香港拥有大量人才，能够深入了解并与外国人交流。香港又是一个国际城市，外国人才

很容易适应这里的生活。 

  

「此外，香港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受性。例如，众所周知，香港发表的研究报告相当可信，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事实上，许多内地公司都来香港收集有关国外市场的资料，以协助

他们评估市场机会、风险和拓展海外的时机等。 

 

鉴于香港的优势，高锋认为香港可以定位为数据中心。他说：「像阿里巴巴、华为、中国

移动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将服务器设在贵州省，因为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有良好政策支持

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据我所知，这些科技巨头都有兴趣将服务器设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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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数据对公司来说是一项宝贵资产。我建议香港政府为这些数字化资产提供法

律保障，就像瑞士实施的银行法一样，确保即使在外国政府要求下也不会泄露任何信息，借此

吸引脸书(Facebook)或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将服务器设在香港。至于如何吸引这些公司，我认为

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由地区数据中心做起。基本来说，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等高增值科技

服务行业都特别适合香港，且可跟香港现有的一些配套行业共同发展。」 

 
 
 
香港成为数字国际金融中心 

 
重要性 

毋庸置疑，香港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不过，金融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的运

作，改变了人们管理资金的方式。这些都是根本性改变，有些人更认为金融科技颠覆了

整个行业。因此，虽然香港多年来一直是金融中心，却不代表会成为数字金融中心，除

非我们知道在哪些方面改善，如何改善。 

 

首先，香港要知道现时的自身位置。据 2019 年 3 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

告》，香港仍然是全球第三大最具吸引力的金融中心，也是亚洲最佳的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前 15 位排名及评分 

金融中心 指数 25 指数 24 排名升跌 评分增减 

排名 评分 排名 评分 

纽约 1 794 1 788 0 ↑ 6 

伦敦 2 787 2 786 0 ↑ 1 

香港 3 783 3 783 0 0 

新加坡 4 772 4 769 0 ↑ 3 

上海 5 770 5 766 0 ↑ 4 

东京 6 756 6 746 0 ↑ 10 

多伦多 7 755 11 728 ↑ 4 ↑ 27 

苏黎世 8 739 9 732 ↑ 1 ↑ 7 

北京 9 738 8 733 ↓ 1 ↑ 5 

法兰克福 10 737 10 730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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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11 736 7 734 ↓ 4 ↑ 2 

迪拜 12 733 15 722 ↑ 3 ↑ 11 

波士顿 13 732 13 725 0 ↑ 7 

深圳 14 730 12 726 ↓ 2 ↑ 4 

墨尔本 15 729 20 699 ↑ 5 ↑ 30 
资料来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2019 年 3 月 
该指数根据五大竞争力领域来评分，包括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和声誉。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竞争力领域 

 
资料来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2019 年 3 月 
香港的排名在各项指标中均很高。 
  
  

競爭力領域

營商環境

政治穩定性
及法治

制度與監管
環境

宏觀經濟
環境

稅收與成本
競爭力

人力資本

技術人才供應

勞工市場
靈活性

教育與發展

生活質素

基礎設施

建築設施

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施

運輸基礎
設施

可持續發展

金融業
發展

產業集群的
廣度及深度

資金供應

市場流動性

經濟產出

聲譽

城市品牌
與吸引力

創新程度

城市吸引力與
文化多樣性

與其他金融
中心的定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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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各竞争力领域首 15 位 

排名 营商环境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金融业发展 声誉 

1 伦敦 香港 香港 纽约 纽约 

2 纽约 纽约 伦敦 伦敦 伦敦 

3 新加坡 伦敦 纽约 香港 香港 

4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5 上海 上海 上海 东京 上海 

6 苏黎世 东京 东京 上海 旧金山   

7 芝加哥 旧金山   墨尔本 法兰克福 芝加哥 

8 法兰克福 芝加哥 北京 旧金山   波士顿 

9 东京 法兰克福 悉尼   多伦多 东京 

10 多伦多 迪拜   旧金山   苏黎世 迪拜   

11 旧金山   洛杉矶   迪拜   悉尼   苏黎世 

12 迪拜   多伦多 波士顿 波士顿 多伦多 

13 日内瓦 波士顿 特拉维夫 芝加哥 悉尼   

14 波士顿 巴黎 洛杉矶   巴黎 洛杉矶   

15 悉尼   北京 苏黎世 迪拜   北京 
资料来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2019 年 3 月 

 
 

此外，香港是全球排第五位增长最快的创业生态系统，拥有 3,000 多家初创企业。

事实上，过去 6 年，香港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增加了 20 倍，平均交易规模增长超

过 35 倍。目前，香港有 9 家土生土长的独角兽，分别是 AirWallex(空中云汇)、BitMEX、

GoGoVan、Klook(客路旅行)、Lalamove、商汤科技、Tink Labs、TNG 电子货币包和

WeLab。 

 

然而，香港要更上一层楼，成为数字国际金融中心，至少要致力于 4 方面。首先，

数字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理应是一个金融科技中心，提供以金融科技为本的金融服务。其

次，香港可以成为数字丝路网上及移动支付的离岸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中心。第三，数字

国际金融中心应有一家交易所，从事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新一类资产，即数字化资产的

交易。这也有助香港进入「代币经济」。最后，香港作为数字丝路的数字门户，有独特

机遇发行加密货币，以支持数字丝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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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为金融科技中心 

 

重要性 

金融科技是指金融服务业运用并应用新的技术和创新，提供新的及更佳的用户体验。

通过利用技术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差距，金融科技颠覆传统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包

括但不限于数字贷款、电子商务、电子营销、数据解决方案、保险、医疗保健、支

付、银行服务和风险管理。 

 

一个城市要成为数字时代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改造其金融机构、服务和产品，实

现数字转型为金融科技中心。香港要成为数字丝路的数字门户，就需要成为支持数

字丝路商业交易的金融科技中心，并将经验输出到数字丝路沿线国家。 

 

 优势 

香港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表现良好。投资推广署表示，目前香港约有 550 家金融科技

公司。据 WHub 称，香港金融科技的主要行业包括大数据、区块链、首次代币发行

(ICO)及代币销售、数字支付、众筹、数字借贷、保险科技、监管科技及财富科技。 

 

毕马威(KPMG)与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最近发表的联合调查也表明，金融科技是香

港最强的创新领域，超过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物联网、机器

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同时，从以下各点来看，金融科技也似乎最具活力： 

 

• 香港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比其他类型的初创企业多 50%以上。自 2010 年以来，香

港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已筹集 9.4 亿美元资金，而新加坡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则筹集

了 3.87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香港共有 4 家土生土长的金融科技独角兽，即空中

云汇、BitMEX、TNG 电子货币包和 WeLab。 

• 香港有强大的金融科技公司，如 WeLab 获得虚拟银行牌照，保泰人寿(Bowtie)获

得虚拟保险牌照。 

• 香港金融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成功推出银行业的开放式应用程式编程接口

(API)，并于 2018 年 10 月成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贸易融资平台「贸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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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deConnect)，由 12 家香港主要银行组成。此前，金管局还与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签署合作协议，搭建跨境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 

 

挑战与机遇 

2017 年，德勤(Deloitte)发布 44 个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指数表现得分。指数得分是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营商环境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等 3 个指数的总和，分数越低，

便代表金融科技发展氛围越佳。香港得分为 22 分，而伦敦和新加坡的得分为 11 分。

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营商环境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挑战也就是机遇，在于投入

方面和产出方面要加强创新。通过设立数字化资产交易所和推出加密货币，促进数

字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将会改善表现得分，因为市场变得更成熟(创新投入)，并

推出更多创新产品(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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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中心的指数表现得分 

排名 
新兴金融中心 传统金融中心 

城市 评分 城市 评分 

1-25 芝加哥 20 伦敦 11 

   香港 22 

   纽约 14 

   硅谷 18 

   新加坡 11 

26-150 阿布扎比 99 阿姆斯特丹 70 

 曼谷 137 布鲁塞尔 127 

 哥本哈根 71 都柏林 56 

 爱丁堡 76 法兰克福 46 

 吉隆坡 101 卢森堡城 83 

 里斯本 124 巴黎 76 

 马德里 132 上海 119 

 米兰 128 悉尼 45 

 奥斯陆 77 特拉维夫 111 

 布拉格 126 多伦多 50 

 深圳 125 苏黎世 41 

 斯德哥尔摩 55   

 台北 57   

 东京 55   

 华沙 108   

150+ 奥克兰 未能提供 班加罗尔 未能提供 

 布达佩斯 151 约翰内斯堡 187 

 伊斯坦布尔 168 墨西哥城 181 

 雅加达 255 内罗毕 未能提供 

 拉哥斯 未能提供   

 麦纳麦 178   

 莫斯科 167   

 圣保罗 243   
注：指数表现得分是 3 个全球指数的总和，分数越低，便代表该中心的金融科技发展越为有利。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参考德勤的 A Tale of 44 Cities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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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Ernst & Young)从另一个角度，根据人们对金融科技服务的认知和使用情况进

行调查，计算 2019 年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金融科技服务分为 5 类，即转账和支

付、预算和理财、储蓄和投资、借贷，以及保险。香港与新加坡和韩国一样，得分

为 67%，仅略高于 64%的平均水平。 

 

27 个市场的消费者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 

市场 消费者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 

中国内地 87 

印度 87 

俄罗斯 82 

南非 82 

哥伦比亚 76 

秘鲁 75 

荷兰 73 

墨西哥 72 

爱尔兰 71 

英国 71 

阿根廷 67 

香港 67 

新加坡 67 

韩国 67 

智利 66 

巴西 64 

德国 64 

瑞典   64 

瑞士 64 

澳洲 58 

西班牙 56 

意大利 51 

加拿大 50 

美国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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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及卢森堡 42 

法国 35 

日本 34 

平均金融科技采纳率 64 
注：数据显示每个市场中金融科技采纳者在活跃型数字化人口中的占比。所有列示的平均值均未加权。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参考安永的《2019 年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 

 
 

要提高人们对金融科技服务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之一是将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金融科

技市场联系起来，发展并扩大香港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2014 年的「港股通」，以

及 2017 年的「债券通」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内地在安永的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中

排首位，可见大湾区应能成为一个更佳及更大的计划。当金融科技工具和人才遍布

大湾区各市时，肯定会提高香港的金融科技采纳率。   

 

2.  成为数字丝路网上和移动支付的离岸人民币非银行机构结算和清算中心 

 

现时中国内地所有涉及贸易的经常账交易都可以使用人民币，而人民币国际化是

中国政府的政策。2015 年 1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

子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向国际化迈出了一大步。「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开放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而数字丝路倡议则以 B2B 和 B2C 等形式将其扩展到网络

世界。不过，与「一带一路」倡议下银行系统的传统贸易结算和清算不同，随着跨

境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各种非银行机构支付技术的使用也会因而增加，预料数字

丝路将涉及大量非银行机构网上和移动支付。 

 

重要性 

移动支付在数字世界日益普及。这类付款不仅用于零售购物，而且还以越来越多的

创新方式支持 B2B、B2C 和 C2C 等各种支付、投资、贷款和转账。据中国支付清算

协会的数据，在中国通过非银行机构移动应用程式进行的交易数量从 2013 年的 38

亿次增加到 2017 年的约 2,390 亿次，复合年均增长率近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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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中国无现金支付的发展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银行卡      

交易量(亿笔) 475.96 595.73 852.29 1,154.74 1,494.31 

交易金额(万亿元人民币) 423.36 449.90 669.82 741.81 761.65 

      

移动支付–银行应用程式      

交易量(亿笔) 16.74 45.24 138.37 257.10 375.00 

交易金额(万亿元人民币) 9.64 22.59 108.22 157.55 202.00 

      

移动支付–非银行应用程式      

交易量(亿笔) 37.77 153.31 398.61 970.51 2,390.00 

交易金额(万亿元人民币) 1.19 8.24 21.96 51.01 105.0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随着电子商务在数字丝路蓬勃发展，智能卡、电子货币包和移动支付等非银行机构

电子支付可能会爆发性增长。再者，为加强其作为数字丝路数字门户的地位，香港

自然应该从「传统」离岸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中心扩展到包含非银行机构人民币网上

支付的结算和清算。 

 

优势 

香港至少有两大优势可以成为数字丝路网上和移动支付的清算中心。首先，香港是

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从 2004 年开始，香港成为首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此后香港

成为全球人民币贸易结算、融资和资产管理中心。根据金管局资料，在 2018 年底，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约为 6,150 亿元人民币，而该年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汇款总额

约为 42,000 亿元人民币。国际清算银行在 2019 年进行的 3 年一度调查显示，香港

是亚洲第二大外汇市场，也是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外汇交易日均净成交额达到

6,320 亿美元。 

 

第二，香港是主要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2007 年，人民币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

(RTGS)启动，方便香港和世界各地的银行以人民币支付。根据金管局于 2019 年 8

月发表的公告，现时人民币 RTGS 平均每日处理的交易总额已突破 1 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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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GS 与内地的人民币支付系统——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连接，因此可处理与

内地的人民币交易。据 SWIFT 称，2018 年香港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占

全球人民币支付金额的 79%左右。 

 

机遇 

香港作为发展成熟和主要的离岸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中心，大有条件成为非银行机构

离岸人民币网上结算和清算中心，以支持数字丝路的贸易交易，并为人民币国际化

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现时提供 4 种主要的离岸人民币服务，即零售和企业银

行、资本市场、货币和外汇市场，以及保险。人民币非银行机构网上和移动支付是

一种新的离岸人民币服务，以支持数字丝路电子商务，预料日后应有庞大需求。 

 

挑战(宏观) 

近年，随着汇率波动加剧，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明显减弱。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

币的重要性下降，在国际支付总额中的比重从 2015 年底的 2.3%下降至 2018 年底

的 2%。人民币作为最常用的支付货币的排名相应下降，由 2015 年的第五位降到

2018 年的第八位。人民币贸易结算同样减弱，年度总额由 2015 年的 68,330 亿元

人民币下降 38%至 2018 年的 42,060 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人民币(亿元) 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存款证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2011 年 5,890 720 19,140 

2012 年 6,030 1,170 26,330 

2013 年 8,600 1,930 38,410 

2014 年 10,040 1,550 62,580 

2015 年 8,510 1,590 68,330 

2016 年 5,470 780 45,420 

2017 年 5,590 590 39,260 

2018 年 6,150 430 42,060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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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期中美贸易关系将长期紧张，并有可能导致货币压力，人民币需求的下降趋

势或会持续下去。然而，这种情况使香港更有理由在数字丝路中发挥作用，通过提

供高效率的人民币非银行机构网上支付系统来增加人民币需求。 

 

挑战(技术) 

网上支付行业面对不少问题和风险，包括欺诈性支付、洗钱和避税、贪污或误导资

金、误用或不适当使用客户数据，以及绕过中央银行的资金管制。 

 

一个好例子是网联清算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7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成立，

是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的清算平台，用于处理非银行支付机构涉及银行账户的

网上支付服务。网联清算被视为国家级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网联清算纯粹是用于中国国内结算，但从概念上也适用于其他市场。如果中国移动

支付技术在数字丝路沿线受欢迎，采用这种结算架构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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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成为国际网上支付的人民币结算平台 

—专访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别长江 

  

北京神州泰岳是一家中国软件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金融、网上教育、汽车和

房地产等行业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端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该公司还开

发手机游戏。 

 

该公司副总裁别长江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谈到如何利用香港作为开拓国际市

场的平台，并阐述香港可如何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发挥特殊作用。 

 

「我们计划在未来两至三年扩展到全球市场，而东盟国家将是重点市场。我认为，与西方国

家相比，东盟国家的政治及监管环境与中国内地较为相似，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当地的市场规则。 

 

「香港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帮助，因为香港是『超级联系人』，与东盟国

家和西方国家均关系密切。香港人办事灵活，最近香港证券交易所修改上市规则，允许双重股

权结构公司上市，即为一例。 

 

「我们在香港设立公司，可以处理与世界各地的资金调动，尤其是网上支付和外汇交易，

与公司在中国内地进行跨境交易相比，可节省大量的文书工作。  

 

「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际贸易中心，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除上述角色外，别长江认为，香港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还可发挥特别作用，成为国际网

上支付的人民币结算平台。 

 

「当我前往柬埔寨或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时，曾多次使用微信或支付宝等第三方电子支付

平台在商店付款，可是收款人往往不是当地店主，而是一个中文名字，显示这些看来是在其他

国家进行的交易，事实上仍然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内进行。即是说，虽然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在海

外大受欢迎，但人民币并未真正实现网上国际化。 

 

「中国人民银行曾发出公告，要求所有非银行支付机构(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将其系统连接

到一个统一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该平台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成立，

并由网联清算有限公司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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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网联清算平台的目的，是加强监管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进行的网上支付，因为网上

支付容易被用作洗钱和金融欺诈。 

 

「我建议香港政府采取主动，建立一个香港版的网联清算平台，作为在东盟进行第三方网

上/移动人民币支付的结算平台。在东盟通过网上/移动支付完成交易后，资金将通过这个香港平

台实时转到店主的本地银行账户。 

 

「如果该计划得到东盟各国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很快会在市场普及。此举有助促进离岸人

民币交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我相信与东盟各国政府谈判并不困难。」 

 
 

3. 建立数字资产交易所 

 

重要性 

数字转型的一大构成要素是数字化，即为在互联网中传输及运作的实物创建数字版

本。资产数字化包括把有形和无形资产数字化。代币通常与数字化资产一起发行，

供投资者购买和交易。这种过程称为资产代币化。资产代币化实质上是将资产的所

有权转换为数字「证券型代币」(security tokens) 。「证券型代币」与「功能型代

币」(utility tokens)不同，后者让所有者能够取用产品、服务或某些特权。证券型代

币是通过称为证券型代币发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简称 STO)的过程创建，这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简称 ICO)，可生成不同类型

的代币，如功能型、股权型或支付型代币。这与数字经济中的共享经济概念是一致

的，即在理论上，在经济体中所有资产都可以由全体公民共同拥有。此外，物业和

古董等可以数字化的资产通常是非流动性的，但具有重要价值。通过代币化过程，

当交易成本通过提高交易效率、透明度并减少最低投资额而大幅降低时，这些资产

的交易就会大为增加。因此，这将是数字经济的一大发展趋势，有时被称为「代币

经济」(token economy)。 

 

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资产与数字资产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

行通常没有相关资产(underlying asset)支持。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基本上都

是以最小的监管在互联网平台上交易。为了配合资产代币化的趋势，同时增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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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心并保障其利益，香港应设立正式的交易所，以便进行数字化资产交易，并应

制定相应的监管指引，为投资者提供更佳保障，令他们信心增强。 

 

优势 

香港的股票市场发展成熟而且运作良好，总市值达 32.7 万亿港元，是亚洲第三大市

场，也是全球第六大单一市场。过去 10 年，香港在全球首次招股(IPO)市场中连续 6

年处于领先地位。香港交易所(HKEX)提供世界级设施，有效地处理证券，以及股票、

债券、商品和货币的衍生工具的交易和结算。加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

香港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可谓经验丰富。 

 

香港已设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例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创立并管理的「亚洲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AsiaIPEX)，是一个免费的全球网上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数据库，有

助于促进国际知识产权贸易，增强全球知识产权业内人士的联系。 

 

机遇 

高档烈酒和葡萄酒、古董和游艇等数字化贵重资产，已在各种开放平台交易。然而，

可能是由于结构及管治薄弱，交易量通常不多。另一方面，德勤估计，代币化有可

能释出目前价值数万亿欧元的非流动性有形资产的潜力，将其转为流动性证券代币。

香港应把握这个机会，设立有组织的交易所，以便买卖各种形式的数字化资产，包

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无形数字化资产方面，应特别关注大数据，尤其是在香港有机会成为数字丝路的大

数据中心和平台的情况下，更应留意这个范畴。大数据是数字世界中最有价值的资

产。有能力存取并分析庞大且不断变化的数据集，代表有很大的利润潜力。例如，

大数据在投资方面可用于算法交易、高频交易和回溯测试。至于普通企业，大数据

对业务营运、客户关系和市场推广皆有帮助。设立一个市场平台以便利数据交换，

将为数字丝路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裨益。 

 

现时世界上有数家这样的数据交换所，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如 Factual 和 Azure，还

有加拿大的 Quandl 和日本的 Data Plaza。根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经验，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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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接 225 个高质量的数据源，网上有超过 4,000 种数据产品。可交易数据涵盖 30

多个领域，如电子商务、海关、能源和卫星。2019 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预料将

超过 7,200 亿元人民币。因此，建立数据交易生态系统可为香港带来大量业务。 

 

4. (共同)为数字丝路开发官方数字货币 

 

目前有超过 1,600 种加密货币，但交易量大的甚少，而且价格通常波动很大，反映市

场缺乏真正的需求。Facebook 拟推出的天秤币(Libra)曾引起公众注意，但是不受美

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欢迎。相比之下，由官方推出的加密货币应较易被公众和其他政

府接受。不过，香港政府去年 5 月发出新闻稿表示，由于已具备有效的基础支付设施

和服务，因此短期内未有计划发行 CBDC(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再者，建议中的数字

货币不是为香港发行，而是纯粹为数字丝路而设。 

 

重要性 

为便利数字丝路的电子贸易和跨境贸易，官方数字货币非常重要。事实上，二战后，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出过一种名为 Bancor 的统一货币，

以便利国际贸易。此外，如果区块链将成为数字丝路贸易中的常用技术，那么推出

相关加密货币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密货币(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丝币(Silk Coin))

若由香港政府或金管局正式开发更有意义，而且应该是稳定币(至少部分与人民币联

系，避免比特币等高波动性)以取得公众信心。目前，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流行的加密

货币由于没有绑定具有价值的相关资产，价格通常很不稳定。稳定币的币值相对稳

定，通常是与某些「稳定」资产或一揽子资产挂钩，以获得稳定性。例如，丝币可

以至少部分与人民币挂钩，避免比特币等的高波动性。丝币应类似于天秤币而非比

特币，应属于一个联盟链，由数字丝路各地政府组建联盟，为其可扩展性和能源消

耗而作出批准。 

 

优势 

多年来，金管局在货币发行局制度下致力保持港币稳定，成绩斐然。因此，香港拥

有所需的专业知识，可以推出「官方」稳定币，以便利数字丝路的跨境交易。这种

稳定性应来自其币值至少部分与人民币挂钩，由于香港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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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此举应是可行的。从长远来看，丝币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最近的报告称，随着亚洲经济体崛起，未来数十年美元将无法保

持其作为世界最主要货币的地位。摩根大通分析师 Krech Cohen 表示，近一个世纪

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储备货币，但随着全球经济中心逐渐从欧洲

及美国转移到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变成面向全球的大国，美元很可能失去领导地

位。此外，早在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亚洲经济体就优先考虑与中国

的贸易关系。现在不少亚洲经济体更多地依赖中国，而不是美国。 

 

挑战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成功发行的先例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 4 个国家有其官方加密货

币，即塞内加尔 (加密货币称为 eCFA)、突尼斯 (称为 eDinar)、马绍尔群岛 (称为

SOV)和委内瑞拉(称为 Petro)。更大的挑战是让数字丝路沿线政府共同接受丝币。一

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数字丝路主要参与者共同开发。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必

然的。事实上，据说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经过 5 年研究，已接近发行其数字货币。

据《福布斯》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将于 11 月向主要国有银行、阿里巴巴和腾讯等 7

家机构发行官方加密货币。由于它的性质属于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是一种中国(加密)

货币，因此将来并不能成为数字丝路的交易货币。尽管如此，像丝币这样的数字丝

路加密交易媒介也有可以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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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在数字丝路沿线助推新的信任模式 

—专访以太坊(Ethereum)共同创办人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在 19 岁时创办以太坊(Ethereum)这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分布式应用

开源平台。以太坊的专有加密货币以太(ether)可用于支付、储值或抵押。以太坊小区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区块链小区，包括核心协议开发人员、加密经济研究人员、密码朋克

(cypherpunk)、挖矿组织、以太持有者、应用程式开发人员、普通用户、无政府主义者和《财

富》500 强企业。 

 

这位区块链大师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论述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背景下如何

充分应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以及香港在促进这项技术方面可发挥的独特作用。 

 

「区块链在多个用户之间定期交换数据的环境下最有用，因为没有一个用户愿意由单一参与

者完全控制该应用程式。特别在中国内地，政府有意在多个行业建立并实施集中式分类账系统。 

 

「可是，这项技术未必能在每个可从共享分类账中受益的行业实施。此外，更重要的是，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等国际背景下所建立的金融体系，所遇到的困难更大，

因为各主权国家都不会愿意受制于另一个国家运作的集中式系统。一个将国际经济体连接在一

起的集中式系统，若要使全世界相信这个系统旨在推动全球合作而非要支配世界，将是一场硬

仗。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可以成为发展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的实际可

行应用模式的最理想地方。 

 

 「由多个政府或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参与运作的联盟链，是在多个行业实施国际共享分类

账的一个可能解决方案，联盟链是机构财务最积极考虑使用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形式。 

 

「完全公共链(Fully public chain)也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此技术可以增强与倡议外构建

的应用程式之间的互操作性。在短期内，完全公共链标示着一种崭新的信任模式(毋须许可、十

分经济)，对习惯采用传统信任模式(许可、声誉和授权为本)的机构来说，这是陌生的，因此可

能会在低调、制度化程度较低和监管较少的行业较易取得成功。使用公共链时，无可避免要使

用加密货币，因为公共区块链的安全模式及使用，本质上依赖加密货币。虽然公共链上的特定

应用程式只须使用非常有限的数量来支付交易费用，不过这绝对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与公共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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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有任何联系的原因。 

 

「以太坊生态系统的独特之处就是，以太坊代码库已用于许可链(permissioned chain)和公

共链，容许为某个生态系统构建的应用程式在另一个生态系统使用；因此，许可链与公共链的

关系并非二择其一，而是有时会是『两者皆可』。 

 

「香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因为它非常适合构建与中国内地市场有紧密联系但仍

保持一定距离的系统，换言之，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和事故。金融交易和贸易融资是有意采用

区块链解决方案来进行改革的行业之自然目标，同时本土的区块链技术行业也可以得到支持。」 

 

布特林于 2011 年最初通过比特币接触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随即对该技术及其潜力深感

兴趣。他于 2011 年 9 月与其他人共同创立《比特币杂志》，经过两年半时间研究现有区块链技

术和应用程式可以发挥的作用后，于 2013 年 11 月发表《以太坊白皮书》。他现在领导以太坊

的研究团队，致力开发未来版本的以太坊协议。 

 
 
香港成为数字丝绸之路仲裁中心 

 

重要性        

有企业就可能发生争议。数字丝路规模庞大，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香港作为数

字丝路的数字门户，大有条件成为数字丝路仲裁中心。 

 

优势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 Sarah Grimmer 指出，香港拥有不少优势，属普通法管辖区，

法院独立，实行法治，法律专业水平高，又是通往中国的门户，可以成为解决「一带一

路」国际争端的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 1985 年成立，享誉国际。据一项调查

显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全球第三大常用及优先选择的仲裁机构，也是欧洲以外最受

欢迎的仲裁机构。该中心也致力加强香港作为首选仲裁地的角色。 

 

机遇 

数字技术将改变仲裁程序，并且会带来机遇。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和合法地用于仲裁程序，

举例来说，电子仲裁和网上仲裁可能成事。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 Alexis Mourre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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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上争议解决将成为仲裁的核心。该院特别顾问 Mireze Philippe 认为，技术和

电信方面的进步使得全球各地可公平并简单地伸张正义。然而，在数字丝路沿线国家的

不同法律环境中，实施网上争议解决标准却存在困难。这又回到上述提及的挑战，即香

港应加快确定最佳实践方式，并创造可行的环境，使所有人均能获益。 

 

挑战 

仲裁在数字经济中同样面临挑战。数字化改变了企业、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和合同关

系。随着越来越多数据以电子方式收集、储存和交换，在云端计算、物联网、社交媒体、

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数据隐私和使用方面，以及数字知识产权和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和

数字法规，均出现新的风险和争议。香港应制定相应法律指引，以配合网络空间商业交

易的进展。 

 

 

香港成为智慧转口港  

 

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最初就是从转口港发展起来。多年来的贸易活动，推动这个城

市经济发展，欣欣向荣。香港拥有完善的物流基建和港口设施，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的

重要转口港。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字，2018 年，转口货物有 57%来自内地，而 55%

则转往内地。据中国海关统计，香港是中国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占 2018 年贸易总额

的 6.7%。 

 

现在，香港也处于数字丝路的重要位置。若香港充分发挥其超级联系人角色，积极

参与数字丝路倡议，可以想象中国内地与数字丝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将会大大加

强。更重要的是，凭借大数据分析、区块链、人工智能、遥感和物联网技术等数字科技，

香港可以变成智慧转口港。 

 

1. 智慧货柜港  

 

智慧港口充分利用物联网、传感网络、云端计算、决策分析和优化等，实现对港口

供应链各种核心资源的深入理解、广泛连接和深度计算。智慧港口可自动感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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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信息，具有集成并自动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实时发布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及

透明化。最关键的是拥有基于信息分析和处理的决策能力，并为港口经营商、港口

服务公司和其他客户提供策略和营运决策支持。 

 

智慧港口转型行动计划可以分为两方面，即海上和陆地。海上方面包括船舶导航智

能辅助系统、物联网海洋气象实时系统、智能港口调度集成系统和海上机器人技术

等，陆地方面则涉及港区智能运输系统、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和自动化货柜码头等。 

 

重要性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与埃森哲(Accenture)于 2016 年联合发表报告《智慧港口：带动

未来贸易》，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成为新常态，港口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过

去依赖港口地理优势并通过装卸服务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靠。因此，港口业的转型

升级势在必行。 

 

优势 

香港是深水港，以船舶进出和货物装卸而言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中国

南方其中一个最大的货柜港。 

 

香港的码头经营公司非常专业，经验丰富，设施完善。在浮标或锚地靠泊的中流作业

传统船舶，平均滞港时间分别为 40 和 52 小时，而货柜船的滞港时间约为 10 小时。 

 

完善的跨境陆路运输网络和设施对支持港口服务也至关重要。香港近期建成的主要

交通基础设施确保其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广深港高速铁路与国家高速铁路网

络连接，大大缩短香港与深圳、广州和内地其他城市的行程时间。莲塘/香园围边境

管制站将成为香港与深圳之间的第七个陆路口岸。通过连接深圳东部走廊，莲塘/香

园围口岸将大大缩短前往深圳、广东省及其他邻近省份的行程时间。这些重要基建

与港珠澳大桥一起，可加强大湾区在「1 小时生活圈」下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促进

人流和货流的畅通。这些基础设施可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及区域合作空间，并在

支持香港长远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策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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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如果香港能够成功地发挥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路门户的作用，港口需

求将大幅增加。智慧港口在各参与者之间提供无缝连接和协调，对港口管理经营作

出智能响应，并形成信息化、智能化和优化的现代化港口。 

 

挑战 

近年，香港货柜码头的吞吐量逐步下降，主要原因是华南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内地

港口日趋重要。来自新加坡的竞争持续激烈，以及中美最近爆发贸易战，也为香港

带来更多挑战。 

 
2. 智慧机场  

 

智慧机场基本上是使用数字技术实现机场自动化，使手动操作逐渐退出。目前的

技术基于 A-CDM(机场协同决策)，这是一项联合行动，旨在提高所有机场经营商的

营运效率，于 2019 年初已在 28 个欧洲机场全面实施。A-CDM 依赖大数据、云端计

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机场自动化。人们不再直接参与营运，而是监视系

统工作，并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进行干预，以恢复正常的系统运作。 

 

除自动办理登机手续、自助行李托运、RFID 行李标签、人脸识别、指纹识别、

毫米波安全扫描等外，智慧机场应具备机场大楼和停车场的室内导航、机场大楼内

部、跑道、塔楼和停机坪的自动流量管制、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等设施。 

 

重要性 

2017 年世界上最繁忙的 20 个机场，航空货运量合计达 5,100 万公吨，比上年增加

6.8%。2018 年，香港国际机场的货物吞吐量为 510 万公吨，总值 37,100 亿港元，

占香港对外贸易总值的 42%。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第三繁忙的国际客运机场，乘客

超过 7,200 万名。 

 

优势 

自 2010 年以来，香港国际机场连续 9 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目前，香港国

际机场共有 43 个货机停机坪。作为航空货运枢纽，香港国际机场拥有先进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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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货物处理能力，并提供有效的货物处理及保安。香港国际机场也成为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医药品冷链运输认证的认可合作伙伴机场，肯定了机场在处理须严格控

制温度空运药品方面达到国际认可标准，能力卓越。香港国际机场已在电子商务、

转运及高价值物流这 3 个主要范畴制定货运策略。 

 

机遇 

作为智慧机场，香港至少可在两大方面为数字丝路服务。一方面，是由于数字丝路

业务增长，商界对航空货运的需求与日俱增，香港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货运物流的

效率及可靠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商务旅客经香港往返数字丝路沿线国

家，香港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外国人对香港这个城市数字化程度的观感，与在机

场的顾客体验息息相关。 

 

挑战 

仓库设施不足，租用率已接近饱和。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推高了厂房和仓库的租

金，加剧供应短缺问题。 

 

3. 采用区块链技术的智能进出口贸易 

 

重要性 

世界贸易组织于 2018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区块链在改变航运业和国际贸易方面

的重要性可与货柜的发明相提并论，原因是区块链在另一种意义上，构建了一个颠

覆整个行业的新贸易基础设施。一项重大改变是使国际贸易从纸张密集型行业走向

接近无纸化。从开立信用证到货物和产品的运输及物流，从贸易融资到清关，都涉

及大量的纸质文件。通过走向无纸化贸易，区块链还有助提高贸易效率。 

 

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帮助贸易融资流程数字化和自动化，特别是信用证，并方便供应

链融资。在国家层面，还可便利企业对政府(B2G)和政府对政府(G2G)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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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 2017 年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全球贸易连

接网络(GTCN)，这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基建，推动两地的贸易及贸易融资

业务数字化。如果该网络取得成功，可以扩展到整个东盟地区，并沿数字丝路扩展

到全球。因此，所需的技术基础设施已为日后的发展作好准备。 

 

机遇 

数字丝路本质上是跨境贸易倡议。乘着全球贸易连接网络的推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也应订立类似但更具包容性的协议，运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特别是应属最

有效率并易于管理的联盟区块链，便利实体的跨境贸易。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可以

带头协助建立一个监管框架，解决与数字丝路政府的协同工作和标准化相关的问题，

促进可能出现的 B2G 和 G2G 业务。 

 

 
香港成为智慧城市和智能经济 

 

1.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发展是各个政府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处理各种城市难题，另一方面是要

产生巨大经济效益。据 Frost & Sullivan 估计，智慧城市涉及交通运输、医疗保健、

建筑、能源、基础设施和管治等行业的计划，在全球的市场潜力可达 1.5万亿美元。

IDC 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对市场作出较温和的估计，预测市场规模将

从 2019 年的 958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 17.7%)，到 2022 年增至超过 1,580 亿美

元。亚太地区目前占全球总支出的 40%以上。在智慧城市内，可以配置物联网，创

建各种应用程式，将改变居民与技术共存的方式。 

 

重要性 

除了像所有大城市一样，发展成智慧城市有其需要和潜在利益外，香港还有两个重

要原因要这样做。首先是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经验，可以成为许多东盟国家和数字

丝路沿线国家的示范。另一方面，智慧城市是智慧港口发展的支柱，使香港能够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路中发挥其门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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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香港政府在这方面非常积极主动，并制定《智慧城市蓝图》，针对智慧出行、智慧生

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能经济等 6 个主要范畴。与其他东盟国家相

比，香港在智慧城市发展方面更为先进。正如 Esri 中国(香港)创办人兼主席邓淑明博

士所言，香港政府在 20 年前已引入先进信息科技，并且比亚太地区许多城市早许多

年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分析和决策。地政总署率先连接各政府部门的数据集。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已经成型。凡此种种表明，香港具有一定条件，协助东盟国家推动

智慧城市发展。 

 
机遇 

智慧城市各种应用可持续运作，其核心要求就是有能力随时处理不断增长的传输数据。

因此，无线基础设施是每一个智慧城市的基本结构。5G 大大提高网络连接的速度和

密度。因此，中国的 5G 技术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十分重要。香港本身不仅可以从引入

5G 技术而获益，还可以将该技术带进东盟国家。 

 
另一项有用的智慧城市技术是世界领先的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这项技术将城市大数

据(阿里云)与人工智能应用(达摩)相结合，为城市问题及难题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支持

智慧港口的一项特别有用的应用，是提供运输物流解决方案的高德「城市大脑‧智慧交

通」。这些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和物流、智慧电网和智慧农业的技术及知识具有价值，

可以输出。事实上，阿里巴巴已与华为签署协议，在肯尼亚、德国和马来西亚发展智

慧城市。泰国、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东盟各国政府，以及印度政府，也努力运用智

能技术来解决城市问题。因此，香港大有条件协助东盟国家建设智慧城市。 

 
挑战 

香港有不少竞争对手。据 IDC 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新加坡在 2014 年已推出「智慧

国家计划」，并且一如纽约、东京和伦敦，2019 年用于智慧城市规划的投资将超过

10 亿美元。事实上，新加坡在巴塞罗那 IESE 商学院的 2018 年全球智慧城市指数中

排第六位。去年新加坡领导建立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区内共有 26 个城市

加入，包括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的城市作为试点。韩国也致力于向中东、南亚和

南美推广。该国声称将与印度一起参与 100 个智慧城市项目。在其他地方，台北和

高雄也自认有很大潜力出口智慧城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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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引领空间数据发展 

—专访智慧城市联盟创办人及荣誉会长邓淑明博士 

 

邓淑明博士于 1990 年代在香港创办 Esri China，这是一家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地图解决

方案供应商。邓博士目前是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及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客席教授。她接受香港

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时谈及香港可如何为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智慧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邓博士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势将成为世界的发展焦点，而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可

从中受益。谈到智慧城市项目应如何推进时，她说：「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弄清各国的关键资

源十分重要。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详细规划，找出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做好准备采用技术

来解决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引入官商民合作(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简称 4P)模式，

并考虑以人为本的政策，故此在项目实施之前，必须有公民参与。此外，取得经济、社会与环

境价值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必须尽可能顾及，因为环境一旦被破坏，就不容易恢复。 

 

「此外，政府应鼓励创新，并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创新。但是，持份者应在共享数据之前就

隐私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邓博士指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面临的一些挑战：「在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方法往往更

加实在而且可行，但却很难达成共识。要估算各种技术应用的成本效益并不容易，特别是涉及

个人隐私等复杂问题。 

 

「发展计划一旦推行，复杂的政治问题就会出现，导致项目施工延误或效率降低。此外，

人们可能不熟悉使用应用程式编程接口(API)来获取实时数据，或安装传感器网络来收集数据

以进行数据分析，他们也缺乏开展智慧城市项目的经验。」 

 

在谈到香港的科技生态系统和数字发展时，邓博士认为仍有很大改善空间：「虽然政府已

投入约 1,000 亿港元来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同时生态系统也已形成，但我们不能就此自满。 

 

「『竞合』是创新科技健康发展的途径。我希望各方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合作，把所有优势

结合起来，推使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互相帮助以在不久将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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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士指出，香港应带头向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输出其专业服务：「到 2022 年，香港

将会完成大部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如开放数据、空间数据共享平台(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中央信息平台(Common Operating Picture)和城市仪表板(City Dashboard)

等。举例来说，香港可以引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制定基础设施的标准，并向数字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输出相关产品及服务。 

 

「事实上，香港大有条件主导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数据发展。现在需要做的是吸引更多初

创企业、私营组织甚至政府部门，共同加快建立一个成功的空间信息平台。随着数据的数量及

质量不断提高，加上已有 20 多年运用先进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分析的经验，香港可以引领大湾

区其他城市发展和应用『空间信息服务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

『应急协调平台』。此外，香港还可以将灯柱和数字个人身份(eID)所采用的技术输出到其他

国家。 

 

「新加坡和韩国都雄心勃勃，拟将其先进的智慧城市技术和经验输出到其他国家，并有多

项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香港应率先输出智慧城市产品及服务，帮助潜在的初创企业参与数字

丝绸之路沿线的项目，以达致好像韩国和新加坡所取得的双赢局面。」 

 

由新加坡成立的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旨在通过运用技术和数字解决方案，解决快

速城市化，以及其对城市拥堵、水和空气质量等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各成员城市将分享行动计

划和智慧城市项目，并与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交流。这些行动计划包括各成员城市在

2018 至 2025 年启动的不同项目和行动。 

 

「随着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安全技术和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需求甚殷，东盟国家

的智慧城市业务势将快速增长。智慧城市即服务(SCaaS)势必成为一个全新行业，也是一个可

以向全球『输出』的产品。 

 

「香港市场太小，因此市场主要由国际业者主导。香港的初创企业很难将业务扩展到其他

国家，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及资源来与这些大型的本地或国际公司竞争。香港迫切需要在

智慧城市即服务方面动员起来，以保持我们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的竞争力。」 

 

多年来，邓博士一直积极倡导使用科技，并通过她在香港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服务，分享

她对信息科技业、电子健康、环保、创业及智慧城市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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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经济 

 

随着数字转型的多个方面正在推进，香港应朝向智能经济发展，并最终转型为智

能经济。智能经济是经济与智慧城市的交集，结合科研、卓越技术和可持续性，有

利促进创新和创造力。 

 

重要性 

从利用现有经济推动力的传统经济跨越到新的增长水平，香港需要进行数字转型，

走向智能经济。 

 

优势 

发展充满活力的智能经济，需要 4 项因素支持，而香港已拥有其中大部分。一是拥有

足够大的市场，让数字经济成长。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并且与东盟和其他数

字丝路沿线国家有联系，已经面对着一个可予利用的庞大市场。其次是拥有足够的

金融资本为其发展融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国际资本来支持初创企业

和创新项目。营商环境佳，政府效率高是第三项重要因素。香港获得有利于增长的

政策和环境支持。更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人才。香港作为拥有多家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的国际跨文化城市，能够培养、吸引并留住本地及国际人才。鉴于全球科技人才短

缺，加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尤以数字经济为然，因此值得对香港面临

的两大挑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科技人才短缺面临的挑战 

 
1. 全球短缺 

 

据欧维希国际市场研究咨询公司(ORC International)估算，美国经济各行业共有

超过 50 万个信息科技职位空缺。到 2020 年，加拿大需要 182,000 名高技能的信

息及通信科技工作者，澳洲则需要 70 万名。新加坡将有 3 万个岗位空缺。总体而

言，亚太地区在解决方案架构师、整合架构师、商业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自动

化专家、产品经理、软件开发团队促进者以及产品负责人等方面也面临大量短缺。



 

71 
 

出现短缺主要是由于业界对新工作岗位和职位的需求急剧增加。需要此类数字技

能以取得成功的行业发展得太快，无法及时培训人员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香港也不例外。Hays Asia 认为，香港要成为亚洲数字技术中心已有良好支持，

但他们认为关键角色仍然短缺，包括数据科学家、前端开发人员、数据仓库架构

师、商业智能专业人士和网络安全专家。 

 

2. 解决方案 

 

解决人才短缺的方法主要是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 

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城市，肯定有其吸引力。事实上，根据 WHub 的调查，

香港在吸引外国人工作方面排第五位，而吸引高技能人才则排第六位。香港政府

也于 2018 年公布首份包含 11 项专业的人才清单，以吸引海外人才。同时，创新

科技署推出「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博士专才库」和「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

划」。该计划旨在培养和汇聚更多科技人才。然而，香港生活成本高，在最近的

排名中位居世界首位，加上房价高，可能会阻碍人才和初创企业前来香港。最近

的政治动荡也会加大这方面的阻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领英中国(LinkedIn China)的一项大数据研究，使用大湾区

内 439,000 个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样本，以及 118,000 个拥有信息及通信科技

和相关技能(数字人才)的样本。该项研究发现，大湾区拥有强大的人才储备，但

香港与大湾区内城市的人才交流，远远落后于深圳和广州。研究认为香港有更大

空间加强与内地城市的人才交流。 

 

培养人才 

香港设有孵化器和加速器计划，帮助发展本地人才和初创企业。然而，值得注意

是，现时入读小学的儿童估计有 65%将来可能会担任目前尚不存在的工作(世界经

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除提供 STEM(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教育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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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重整，因为现有制度对培养高科技人才，以及建设创新和

创新文化并不特别有利。 

 

留住人才 

关键是要有一个有利于科技应用、发展和成长的环境，让人才感到香港是一个可

以实现梦想的地方。 

 

网上人才服务 

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在互联网世界中，人才提供所需的服务时不必身处

公司。我们可以实行人才即服务(TaaS)，这对那些可能无法负担聘用技术人才的

中小企业尤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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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有条件成为全球技术中心 

—专访 Feron Stablecoin 创办人 Dmitri Senchenko 

 

Dmitri Senchenko 在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工作两年后，于 2017 年创办 Feron 

Stablecoin，致力开发和实施完全自我管理的演算法货币政策模型，解决现有加密货币的主要

缺点，包括交易处理能力有限和价格波动大。Senchenko 最近接受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团队访问

时讲述他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看法，以及香港在掌握当中机遇方面的优势和挑战。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通过建立先进的基建设施，支撑未来一些重点地区的技术发展，确保

中国可于未来数十年在全球市场发挥技术领导者和开创潮流者的作用。倡议的受益者将来可以

运用的资本，其规模之大是市场力量前所未有的，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缩小与发达经

济体的差距。 

 

「对香港而言，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带来的高度整合，必将对其传统经济支柱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要充分发挥潜力的先决条件，是香港本身必须有发展成熟的技术部门。数字丝绸之路倡

议的主要优势是能够推动本地的佼佼者成为全球的技术领导者，因此，主力发展一批成熟的技

术项目，并将其推上更大的舞台，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迄今为止，香港对科技相对不大重视，但却拥有庞大潜力可以在中期甚至短期内取得成

果，而且有许多有利条件，包括监管环境较宽松、税制优惠、毗邻中国内地、拥有大量资金。

但是最大挑战依然是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本短缺。 

 

「为解决这个问题，香港的大学应该致力发展成为形式科学及自然科学、工程及其他应用

技术学科的学生和学者之首选目的地。各大学又应成为一个进行前沿研究的地方，由最优秀的

人才运用最佳的设施，并利用长期稳定的资助经费来进行。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能够迅速吸引

现有的科技业者，并为明天的领袖播下种子，将香港打造为全球科技中心。」 

 

Senchenko 认识到香港在培育技术初创企业方面的潜力，因此最近已将业务扩展到香港。

「在选择司法管辖区时，我们的主要要求是当地对区块链采取理性的监管立场、有利的税制，

以及大量的资本和人才。」 

 

Senchenko 在香港成立公司的过程中，发觉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持：「我们最初研究开设公

司时，就得到投资推广署的帮助。投资推广署是政府部门，负责支持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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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坦白地说，投资推广署的团队对我们在香港开业的决定产生积极影响，他们尽力指导我

们完成整个过程的手续，并协助 Feron 与本地的科技生态系统连接起来。」 

 

当被问及香港在促进科技业务方面须作出什么改善时，Senchenko 发表了两点意见。 

 

「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整个成立公司过程中，唯一费劲的环节是开设本地银行账户。在这

方面，假若银行可以简化开户程序，方便由外国人创办的合资格企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成立公司之后，我们发现香港是一个非常欢迎外商的地方，我们唯一的主要建议就是

香港应大力投资，努力在技术学科取得学术成就。这样的话，像我们这类项目就毋须在香港以

外寻找人才，同时香港又可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级才能的本地技术企业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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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知(LYNK)：全球知识共享平台 

—专访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蔡碧琪 

 
链知(LYNK)是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范例。与优步(Uber)如何进行数字化并颠覆传统汽车租

赁行业的情况类似，链知是一个全球数字平台，将人们与专家联系起来，征询建议和意见，使

知识更容易获取。这项服务对传统收费甚高、只有银行或基金公司这类大企业才能负担得起的

转介业务带来挑战。 

 

链知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蔡碧琪说：「目前，我们的客户依然主要是金融机构和管理顾问公

司，但客户基础正不断扩大，包括跨国企业以及各种规模的公司。」蔡碧琪在香港及东南亚成

长，并在美国留学，她在离任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经理后，于 2015 年成立该公司。 

 

链知通过邀请、转介和合作等方式，建立其拥有超过 50 万名行业专家的数据库，而且网络

还不断扩大。他们的专有系统会循不同来源查核专家的背景和专业资料。每次通过链知的网上

平台进行专家意见咨询后，系统凭借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即可以「学习」更多关于有关专

家的数据，提升数据库的整体质量。简单来说，NLP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指具有人

类口语理解能力的计算机程式。 
 
该平台以软件即服务(SaaS)为基础运行。客户通过交会费支付顾问费用，而专家则根据其

花费的时间和知识水平获酬。 
 
链知的首家办事处设在新加坡。蔡碧琪解释她迁回香港的原因：「国际招聘在海外十分困

难兼且昂贵。在香港，聘用外国人才的限制较少。「香港的地理位置较理想。从香港到东京、

美国、菲律宾都很方便，更不用说中国内地。 
 
「至于新加坡，则有许多有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优势。跟据 Savills 的 2019 年科技城市指

数，新加坡在世界科技城市榜上排名第六，并且是亚太区首选的科技城市。 
 
「此外，新加坡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积极吸引科技公司。众所周知，新加坡的两家主权

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以及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均对科技初创企业投入大量资

金。」她建议香港政府也应考虑仿效，例如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投资，并鼓励更多科技公司迁

到香港。 

 

链知总部设在香港，于 2016 年加入数码港的孵化计划，其后数码港更成为其投资者之一。

除香港外，链知还在纽约、新加坡、孟买和上海设有办事处。蔡碧琪说，她正考虑在誉为中国

高科技中心的深圳开设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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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业的挑战 

 
1.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智能经济需要由技术人才建立，但是也要通过具有所需企业家思维的公司，将技

术投入转化为有意义及有价值的经济产出。因此，具备敏捷、协作、创造力等技能，

并能领导一组技术专家发现可应用技术的机遇的企业领导者，这种人才往往被忽视。 

 

这些人才对中小企业尤其重要，而中小企业是任何经济体的基础。香港大学亚洲

环球研究所估计，全球 60%的 GDP 和 90%的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因此，中小

企业自身若未能成功转型，就无法实现迈向智能经济的数字转型。事实上，通过将

重复程序自动化，并运用云端系统的数据，中小企业可以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新市

场，而且更高效及更有效地扩大客户基础。哈佛商学院高级研究员 Karen G. Mills 也

表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将极大地改变小企业的选项。新技术往往有助

中小企业从其他方面脱颖而出。根据益普索咨询(Ipsos Consulting)的数据，推行数

字化的中小企业很可能增加 15%的额外收入，而且从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会是同业

的 3.2 倍左右，并提高竞争力。 

 

2018 年，香港约有 34 万家中小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零售及社会服务

业，占全港企业超过 98%。如果香港的中小企业成功推行数字化，就可在数字丝路

沿线的新兴市场中获得大量商机，既出口技术，也可成为他们的榜样。事实上，亚

太地区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 95%以上，雇用约一半劳动力，

在低收入国家占 GDP 约 20%，而在高收入国家更高达 50%。此外，由于中小企业

发展与创新、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息息相关，因此亚洲几乎所有政府

和市场都把促进这个领域的成长列为首要考虑因素。 

 

但是，香港的中小企业似乎在这方面还没有准备好。根据《渣打香港中小企业领

先营商指数》在 2018 年第三季对 811 家本地中小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 46%

的中小企业听说过「虚拟银行」，23%甚至表示不愿意使用虚拟银行服务。更严重

的是，据昆士兰保险香港(QBE Hong Kong)的一项研究，47%的中小企业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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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业务扩大到香港以外，而且只有 59%只在香港经营。他们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本

地市场，因此错失了在国际市场扩张和成长的机会。 

 

相反，东盟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字技术来支持其传统业务。他们使用应

用程式，开发网站，并使用由数字公司开发的平台，以便更有效地接触顾客和市场。

例子有印尼的 Javara 和马来西亚的 Suffy Dairy。有些中小企业将数字中小企业与传

统中小企业联系起来，成为数字企业。例子有新加坡的 99%SME eMarketplace 和

菲律宾的 Acudeen。 

 

新加坡中小企业转用新技术，改善其业务流程，包括支付解决方案、会计，甚至

与顾客互动的方式。星展银行开发数字解决方案，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合作提供解决方

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和营销需求。星展银行还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创建了一

个移动社交网络，征询全球商业专家网络、资深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建议。新加坡商

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80%的中小企业正寻求在海外拓展业务。许多中小

企业正抓紧该地区的蓬勃发展的机会。 

  
2. 解决方案 

 
数字技能对中小企业了解数字时代的机遇至关重要，可是中小企业的数字转型实

在不易。超过 80%的公司无法获得预期的结果。没有明确方向，缺乏强大和有远见的

领导力，以及没有作好适应变化的准备，这些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车品觉指出的一些

重要原因。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正如《2018 年东盟投资报告》所指出，政府

在提高中小企业的数字意识，并支持他们使用数字技术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东盟

各国正采取各种举措，帮助中小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化和市场化。事实上，东

盟各国政府协助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中心，以支持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和科技创业家。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提供的数据，缅甸和柬埔寨各有 14 个技术中心，

菲律宾 34 个，越南 37 个，泰国 38 个，马来西亚 39 个，印尼 5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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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香港面对的挑战 
 

在数字时代，数字转型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进行的工作。数字丝路倡议为香港

提供更有力的理由和更理想的环境，去经历这个转型过程。毋庸置疑，未来会有许多严

峻挑战，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不可不提，那就是宏观环境。 

 

本地宏观环境 

 

香港要充分发挥在数字丝路倡议中的独特作用，本地宏观环境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具体来说，本地宏观环境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体制对香港把握数字丝路的机遇并取得成

功，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关键不在于香港认为自己在维护这个体制方面做得有多好，

而是数字丝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认为香港做得有多好。因此，加强一国两制的公

信力和各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至关重要。 

 

全球宏观环境 

 
对数字丝路倡议不利的全球宏观环境是去全球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以致出现

两国各走各路，在世界上可能形成两种互相竞争的科技体系，即中国科技体系和美国科

技体系。事实上，沃顿商学院院长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教授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

文章，题目就是《「贸易战」系于未来的创新》(The “Trade War” is Really About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Google 前行政总裁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台湾富士康创办人

郭台铭等人也设想未来有两种类型的 5G，中国的 5G 和美国的 5G。郭台铭曾说，未来

的世界只会有 G2，中国和美国。在独角兽的世界中，美国占 60%，中国占 25%，合计

占最大份额。 

 

然而，无论哪个体系最终占优或居主导地位，分成两个技术体系对数字转型时代和

全球发展都是极为不利。通过共同发展实现全球化应该是可行方法。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B-hive 执行主席 Fabian Vandenreydt 的主张，指欧洲各金融科技中心应合作，加速推

动金融科技创新。B-hive 是一个由 SWIFT 和比利时政府在内共 13 个主要金融机构合作

的金融科技创新平台。他认为，与其他中心合作的能力是金融科技业成功的关键，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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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重要的金融科技中心之间的合作，能让公司找到具有合适专业知识并可成长壮大的

合适人才。他的设想是，欧洲若能保持互联互通，便可以与中国及美国竞争。另一方面，

沃顿商学院院长加勒特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评论说：「在创新中谁能获胜并不重要，因

为无论创新来自何处，全世界都可以从更多的创新中受惠。」 

 

正如智慧城市专家邓淑明博士指出，数字丝路不是为了与任何人竞争，而「竞合」

有助于健康发展。通过合作竞争，竞争各方都可获益。事实上，数字技术正在快速发展，

其应用亦然。没有人可以拥有一切，只着眼于相互竞争只会导致保护主义，使全球数字

经济萎缩。真正的合作有助于发展每个人都能获益的生态系统。归根究柢，数字丝路倡

议的愿景，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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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结论 
 

世界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转型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进行的工作。数字技术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本地生态系统。由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5G、人工智能、

云端计算建立起来的数字生态系统极大地增强了全球的互联互通，使世界成为一体，为

世界经济提供动力。数字技术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超越其他国家，并取得后发优势。 

 

中国充分参与这一转型过程，并在「一带一路」启动两年后提出数字丝路倡议。我

们要明白，数字丝路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这

一点非常重要。数字丝路代表着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的根本变革和提升。与涉及巨

额资本支出和长期投资的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不同，数字投资一旦增大，边际

成本便接近零，却可发挥重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范围也更广，并可较快获得高回报。 

 

然而，数字丝路倡议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数字丝路沿线国家可

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的上层建筑。鉴于香港长期以来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城市，在内

地和数字丝路沿线国家之间已建立紧密的联系和公信力，香港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数字

丝路数字门户的独特作用。 

 

香港也拥有其他数字丝路沿线国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香港是大湾区的一部分，一

方面可以实时进入邻近的庞大市场，另一方面可利用中国的先进数字技术和相应的人才

库。这种优势有利于香港积极转型为智慧城市，并将成功的技术和经验输出到东盟和数

字丝路沿线国家，使他们获得后发优势。 

 

香港应利用这种独特优势，发挥作为数字丝路数字门户的独特作用，这是一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可以为这个全球数字转型时代作出贡献。如果香港做得对，不仅会找到新

的发展引擎，而且会从根本转型，实现量变，走向「智能经济」的全新经济增长道路。 

 

当然，上述情况不会全部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数字生态系统的潜力最终将会全面

发挥出来，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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